
3月6日，中国选手梁景怡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站

姿）项目比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最终，中

国选手梁景怡获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3月6日，中国选手张梦秋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项目女子超级大回转

（站姿）比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中国选手

张梦秋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33 月月 66 日日 ，，中国选手郑鹏中国选手郑鹏

（（中中）、）、毛忠武毛忠武（（右右））和杜天在比赛和杜天在比赛

后后。。当日当日，，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残奥越年冬残奥越

野滑雪野滑雪——男子长距离男子长距离（（坐姿坐姿））比比

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最最

终中国选手郑鹏夺得金牌终中国选手郑鹏夺得金牌，，毛忠毛忠

武获得银牌武获得银牌，，杜天获得第四名杜天获得第四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侯昭康侯昭康 摄摄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刘

扬涛）6日，北京冬残奥会进行了残

奥高山滑雪、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单

板滑雪、轮椅冰壶和残奥冰球的比

赛。中国军团揽下4金，实现多项

历史突破。中国选手张梦秋、日本

选手村冈桃佳均收获了自己在本届

赛事上的第二块奖牌，荣耀背后是

运动员勇于挑战的拼搏精神。

在6日的残奥高山滑雪和残奥

越野滑雪赛场上，中国选手迎来了

集体爆发。梁景怡、张梦秋分别摘

得残奥高山滑雪男、女超级大回转

（站姿）金牌，郑鹏和杨洪琼则包揽

了残奥越野滑雪男、女长距离（坐姿）

冠军。本届赛事之前，中国运动员

从未在冬残奥雪上项目夺得过奖牌，

因此每一枚金牌的背后都代表着一

次突破。

当张梦秋越过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岩石赛道终点，现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与欢呼，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

完成了冬残奥金牌“零”的突破。在

一天前进行的残奥高山滑雪女子速

降（站姿）项目中，即将20岁的张梦

秋以0.1秒之差屈居亚军。6日赛

后她说：“我成功把奖牌换了颜色，

现在感觉特别开心、激动。这是中

国高山滑雪的重要时刻！”

同样迎来荣耀时刻的还有日本

运动员村冈桃佳，她在残奥高山滑

雪女子超级大回转（坐姿）比赛中收

获了自己在本届赛事上的第二枚金

牌。“虽然感觉有些地方还能做得更

好，但我最终赢得了金牌，所以我很

高兴。”她说，“我觉得我滑得很有侵

略性，这就是我的比赛风格。”

辉煌的背后离不开运动员平日

的刻苦训练和比赛中的拼搏精神。

“我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拿一块金牌，

这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在夺得

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

冠军后，中国选手杨洪琼激动地说，“我一直都希望自己

默默努力，然后一鸣惊人。是训练中的汗水和泪水，还有

我在赛场上的拼搏与坚持，让我站上最高领奖台，实现了

愿望。”

此外，在6日结束的一场残奥冰球小组赛中，中国队

以5：2击败捷克队。当日进行的两场轮椅冰壶循环赛里，

中国队分别以1：5不敌瑞典队、9：3战胜爱沙尼亚队。

目前，中国代表团以6金4银6铜的成绩暂居冬残奥

会奖牌榜首位。 （参与记者：姚友明 张骁 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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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中，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

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人类怎样进步？世界如何

发展？

共同富裕，天下大同。在习近平经济思想

指引下，中国立足自身谋发展，放眼世界促共

赢，以立己达人的胸怀和智慧回答时代之问。

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于“共”，着眼于在全

球更大范围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以共同

繁荣、共建共享、命运与共为鲜明特色，为世界

走出发展困境贡献真理力量。

携手共富助益人类进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长期拖累世界经

济健康发展。对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

应对这一挑战尤其考验决心和能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

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

2020年末，中国宣布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书写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伟大奇迹。

“减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中国

消除绝对贫困为此奠定了基础。”马来西亚新

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说，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习

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创造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行动，

主要体现在为最贫穷者利益而行动的真诚政

治意愿。”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

斯说。

立己达人，兼善天下。中国实践形成的减

贫经验，已成为全球贫困治理和减贫合作的宝

贵财富。

“中国减贫成就对非洲、拉美和亚洲等地

区有重要启示，”国际智库席勒研究所专家布

莱克表示，“战争、饥荒和西方经济强权导致的

灾难还在不少地区持续出现。中国没有空谈，

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一条崭新路径。”

“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

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关注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关爱贫困民众，让每一片土地都

孕育希望”“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

同富裕才是真富裕”……

着眼全球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公平普惠，

习近平总书记为人类进步擘画宏伟蓝图。

在渴望脱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推动的经

济合作正让一些被遗忘的角落变为希望的田

野。

推进援非“万村通”项目，为上万个偏远村庄

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助力非洲民众联通世界；建

成一大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帮

助亚洲多国加速发展；推动中国电商企业扎根拉

美等地区，促进当地数字转型，携手合作伙伴迈

向未来……

共建共享启迪世界大同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

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面对单边主义抬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对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

“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义利相兼，以义为

先。中国始终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可持续发

展能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以资为

本”价值取向的根本区别。如今，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智慧，正转化为共

建共享的生动实践。

“中国不是第一个说要来老挝修铁路的，却是唯一实实在在修好了中老铁

路的。”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感叹道。

2021年底，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老挝人民铁路梦终成现实；同年，老

挝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确认，将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塑造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格局，扎实推进雅

万高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瓜达尔港等项目，不断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水平，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全球经贸大循环。

“各国只有开放包容、互联互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

点出了开放共赢的真谛。

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

元……中国市场为全球万千市场主体所倚重，中国开放备受世界关注。

作为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已连办四届，成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机遇的

注脚。

“通过开放市场，中国与世界分享了增长红利。”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教授列克修蒂娜说。

命运与共彰显天下情怀

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经济显著失衡。中国与各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推动抗疫攻坚、经济复苏，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和天下情怀。

“事实再次表明，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

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团结至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坚持公平合

理，弥合‘免疫鸿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动方向。

中国以对人民健康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及早控制疫情，稳定国内

经济和生产秩序；最早提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开展大规模全球人

道主义行动；以可靠商品供给和高效跨境物流网络，打造全球抗疫“生命线”和

稳定供应链“保障线”。

“中国始终与世界风雨同舟。”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

为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构建全球发展命运

共同体”进一步丰富命运与共理念的内涵，指引世界发展新实践。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面对疫情和经济停滞。这恰恰印证习近平主席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瞻远瞩，”埃及前总理谢拉夫说，“从‘一带一

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加强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发

展开辟了崭新境界。”

从“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到“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用最朴实的话语，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真义。

共担全球发展责任，共享全球发展智慧，共迎全球发展挑战，在习近平经

济思想指引下，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并肩、团结合作，不断书写人类命运与共的

华彩篇章。（参与记者：陈威华 赵焱 毛鹏飞 朱炜 吴长伟 章建华 吴丹妮 黄

河 潘革平）（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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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姬烨

董意行 汪涌）在6日举行的北京冬残奥

会“无障碍环境建设”主题发布会上，国

际残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和北京市残

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场馆和设施的无

障碍建设，以及从场馆到城市的连续无

障碍环境。

国际残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莱亚

娜·罗德里格斯举例说，在往届冬残奥

会中，残奥高山滑雪赛场的无障碍往

往最具挑战性。而她认为，北京冬残

奥会的高山滑雪赛场是非常令人赞叹

的。“比如媒体流线，即便使用轮椅，记

者们在混合采访区也会感觉非常安

全，这里的混采区是我见过的最无障

碍的。”

罗德里格斯还说，举办冬残奥会，

除了硬件的无障碍，另一个重要遗产就

是文化和观念的无障碍。“让残疾人更

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在这方面）北

京无疑给下一届冬残奥会的东道主设

立了标杆。”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介绍说，他们根据残奥运动员的身

体条件和实际需求，来确保设施和通行

的无障碍。比如雪上场馆设置了无障

碍打蜡房和缆

车系统，运动

员所到之处均

消 除 细 微 高

差，增设防滑

安全措施。场馆内设置醒目简洁易懂

的无障碍引导标识，以及标准的轮椅假

肢维修间。

北京市残联副主席郭旭升说，他们有

一支由老年人、残疾人和专家组成的2000

人的无障碍体验队伍，前往冬奥场馆和社

会各方面进行体验，其

中冬奥场馆的体验超过

1万人次。他表

示，北京市借冬

奥筹办也进一步

促进了社会的无

障碍发展。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

表示，观看冬残奥会，她“深深感动、特

别震撼”。“这些难以想象的体育成就，

通过残疾人运动员们的努力和意志变

成现实，他们不仅完成了对自身的超

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都是巨大的

鼓舞。我们新闻发言人和

各位媒体朋友一起喊你看

比赛！疫情影响不一定都

在现场，但是在电视屏幕前、

在多屏全媒体上，让我们都

来看比赛——感受冬残奥、

一起被激励！”她说。

北京冬残奥会努力打造场馆和观念双重无障碍北京冬残奥会努力打造场馆和观念双重无障碍

06 2022年3月7日 星期一 编辑 陈庆松 刘冰
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33月月66日日，，中国选手杨洪琼在中国选手杨洪琼在

比赛中比赛中。。当日当日，，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残年冬残

奥会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奥会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

（（坐姿坐姿））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举行举行。。最终中国选手杨洪琼夺得最终中国选手杨洪琼夺得

金牌金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杨冠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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