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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思想的光芒，总能穿透历史烟云，点亮未
来征途。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
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翻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十个明确”中的这
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核心内涵的重要方面。

积蓄百年伟力，起笔复兴新篇。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砥砺
进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
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宽广。

彪炳史册的伟大飞跃：“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沐浴着虎年的阳光，开通不久的赣深高
铁上，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赣州，深圳。道路的两端意味深长：一端
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革命道路的
红色热土，一端是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新使命的创新热土。

仿佛一种隐喻，两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地
点，勾勒出一个矢志复兴的民族不懈奋进的
历史曲线。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
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
总书记的论述坚定豪迈、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围绕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总揽全局，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清晰的任
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梦”，强调必须坚
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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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上接第一版）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
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
题的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
所误导。

文章指出，要加快重点领域立
法。加强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立法，
加快数字经济等领域立法步伐，努力
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
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政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
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

文章指出，要深化法治领域改
革。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
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
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
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

“追捧”西方法治实践。
文章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开展

国际斗争。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
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
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外适
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文章指出，要加强法治理论研究
和宣传。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思想落实到各法学学科的教材编
写和教学工作中，推动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把推进全民守法作为基
础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
升我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
响力和话语权。

璀 璨 的 花 灯 、皎 洁 的 圆 月 、团 圆

的 家 人 …… 壬 寅 虎 年 ，元 宵 佳 节 如

期而至。

这 是 春 节 的 尾 声 ，更 是 新 篇 的

开启。从大年夜的守岁、祈福、年夜

饭 ，到 正 月 十 五 闹 花 灯 、吃 元 宵 ，一

家 人 齐 齐 整 整 过 完 一 个“ 年 ”，热 热

闹 闹 说 一 说 自 己 的 小 计 划 、家 庭 的

小 目 标 ，便 增 添 了 新 一 年 出 发 的 动

力、方向一致的奔头。

于家如此，于国亦然。元宵之夜的

团圆幸福，凝聚新一年中华民族的团结

奋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团聚最

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神州大

地万家灯火，一家一户的齐心协力、千家

万户的携手同心，加起来便是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的复兴气象。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壬寅

虎年的春节，我们感受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后第一顿年夜饭。这份团圆

背后，正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的复杂形势下，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

心的砥砺前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

无论挑战如何严峻，我们始终在团结

中奋斗，在团结中前进。“团结就是力

量”这朴素的六个字，深深镌刻在每一

个奋斗者心中。

“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

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挥别虎年的第一次月圆，无数平凡的

你 我 向 着 一 致 的 目 标 —— 来 年 的 团

圆 、未 来 的 美 好 继 续 前 行 。 一 个 国

家、一个民族亦踏上新的征程、步履

不 停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今年下

半年，党的二十大将总结过去的工作，

谋划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

需要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千山万水、重任在肩。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

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

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我们

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彼岸，势不可挡、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十个明确”系列谈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记者
马 锴 董意行 赵建通）“雪飞天”的上

空，阳光为苏翊鸣戴上了金牌。这最后
一跳，中国少年只需张开双臂，享受世界
的瞩目，俯瞰满场的欢呼。

15 日下午，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
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17 岁的苏翊鸣
凭借前两跳的惊艳表现提前夺冠，并改
写两项历史：摘得中国单板滑雪冬奥首
金，将中国队单届冬奥会 5 金的纪录推高
到 6 金。

儿时“单板王”的梦想终于成真，少年
快乐得大笑，又忍不住落泪。最后一跃的
轻松惬意，是无数次挑战极限、竭力翻转
腾跃之后的奖赏。

这场决赛如“神仙打架”，每一个成功的
高难动作都令局势陡变、压力转移。

美国滑手克里斯·科宁先声夺人，干净利
落地完成 1800 的动作，得到首轮最高的

92.00 分。根据比赛规则，选手各完成
三次跳跃，总成绩为不同方向两跳的

高分之和。这意味着，完成一个高分动
作就有了竞争奖牌的基础，也握有选择下

一动作难度的主动。

苏翊鸣出发，腾空、转体 1800，落地平稳，89.50 分暂列第
二。挪威滑手蒙斯·勒伊斯韦兰同样做出转体 1800，以 0.25 分
之差紧随其后。

次轮，勒伊斯韦兰选择略降难度，使用了1620的动作。
但苏翊鸣没有！出发台上，他紧握扶手，借力加速，俯冲蓄能，

再次腾空，转体 1800！落地一刻，呐喊自胸腔喷出！兴奋的少年
径直冲到落地区的防撞台上，双脚跳起才卸下惯性。

93.00分！至此所有滑手的最高分。但几分钟后，首跳失误的
加拿大滑手马克斯·帕罗特和日本选手大冢健分别拿到94.00分和
95.00分。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

暂居第一，但胜局未定。全场都在等待这个中国少年的最后
一跳。

现实没有给人们见证1980的机会。在苏翊鸣高分的压迫下，
他的竞争者们或失误或自降难度，金牌归属已定。

站在跳台顶端，少年和教练拥抱，看台上的欢呼清晰可
闻。出发！这“王者”一跳，脚下的单板就像一朵祥云，托着少
年自由地飞翔起来！

落地，一群大哥哥冲上去拥抱他，甚至把他抱了起来。获得银
牌的勒伊斯韦兰和获得铜牌的帕罗特紧紧地搂着他。

夺得金牌，是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时，11岁的苏翊鸣燃起的梦
想。距离18岁还有3天，梦想照进现实。

“这对我真的太特殊了，我要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父母，我的教
练，关注我的所有朋友们。”苏翊鸣说，“我也特别感激自己，在那个
时候能有这样的梦想。”

翊鸣““破空破空”！”！飞跃历史！

22月月 1515日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中国选手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

当日当日，，北京北京 2022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

公园举行公园举行。。中国选手谷爱凌获得银牌中国选手谷爱凌获得银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薛玉斌 摄摄

顶住压力，谷爱凌摘取银牌银牌！！

14 日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资
格赛中，荣格曾在第三轮中跳出一个力挽狂澜般
的反脚外转两周偏轴转体后空翻，并凭此拿到了
决赛入场券。

动作结束后，她伸出双臂庆祝，却因太过兴奋
而没能控制好速度，一个跟头翻出了围栏，消失
在镜头中。

再出现，她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捂脸，略带害羞
地把头埋在了围栏上的积雪里。这个懵懂可爱的中
国小姑娘给现场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这是这位19岁小将第一次踏上冬奥会
赛场，也是她翻越人生“围栏”的一次重要旅程。

荣格在资格赛赛后采访中透露，自己在比赛前
几乎设想过所有情况：“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失
误，我总是在第一跳失利，然后压力很大，接着就会
影响后面的比赛。”

而墨菲定律，又好像总是会在关键时刻应验。
决赛日，第一跳。
似乎是为了打破某种无形的桎梏，荣格一上

来就挑战了一组自己在大赛中做过的最高难度
动作——外转两周偏轴转体 1080 度抓板。

起跳、腾空。落地的一瞬间，她失去了重心，上
半身触地。

不一会，分数出现在了大屏幕上：29分。
全场惋惜。她冲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为自己

打气。
第二跳，一模一样的动作，再次挑战。
根据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的规则，最终成绩

由三跳中分数较高的两跳相加得出，而这两跳动作
必须不同。于是，这完全一样的一跳，意味着她彻底
放弃了第一轮的成绩，回到起点，一切重新开始。

和教练佐藤击掌后，她开始加速俯冲。吸取了
第一跳的教训，这一次，荣格滑得更快也飞得更高，
给自己留出了更久的腾空时间。

动作完整，落地轻盈，挑战成功！85.75分，全场
第四。

“我当时想，反正已经进了决赛，我既然代表中
国参加冬奥会，就想让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也能做

到这样高难度的动作。”
第三跳，荣格以一个优秀的 900度空翻转体动

作获得了 74.25分，以总成绩 160.00分为中国队拿
到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站在第一次冬奥旅程的终点，这位小将回顾了
过往两周的经历，总结出自己最大的收获：“以前做
不好动作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这次
冬奥会有在学调整心态，好好享受、放开玩。”

虽然最终没能站上领奖台，但仍有一些极为珍
贵的东西，让这个还没受到太多关注的小女孩在赛
场上闪闪发光。

突破内心的藩篱，挑战自我的极限。翻越那道
“围栏”，去尝试，去挑战，去恣意挥洒，享受腾空的每
一个瞬间。对于一个19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
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更令人艳羡。

“我很满意这次自己的表现，没有遗憾。我还年
轻，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比赛结束，在拥挤的混采区
里，那个曾经预想过每一种失败的女孩自信地说。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荣格：那个翻出围栏的女孩
新华社记者 高 萌 赵建通 董意行 马 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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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2月 15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李 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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