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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

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河北
考察，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
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办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
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定信心、
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展
理念，把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
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
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习近平向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向所有参与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工作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大家致以
新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
席汇报会。

隆冬时节，华北大地碧空如洗，山区银装素

裹。1月18日至19日，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河北
省委书记王东峰陪同下，冒着严寒先后来到海淀、
延庆、张家口等地，深入体育场馆、训练基地、交通
枢纽等，实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情况。

18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的首都体育馆，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整体情况、参赛备战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开展
情况介绍，对各项筹办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

首都体育馆是国内第一座人工室内冰场，经
过改扩建已具备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
训练条件。习近平走到训练场边，察看场馆改造
情况，同国家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教
练员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建设体育强国，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
标。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要通过举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

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
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问题，推动新
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现代竞技体育水
平，既要靠气力，也要靠技力。运动员要有为国争
光、勇创佳绩的志气，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加强技
术创新，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
训练和比赛水平。

1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调研。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赛时将承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全部比赛。习近平乘坐
缆车到达雪道中间平台，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建设情况。习近平强调，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
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人们既能
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览大自然的生
态之美。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

韩正出席汇报会

□ 邵伟
□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 王裕平

湘江之滨，妙高峰下。这里孕育
了一座“千年学府、百年师范”——湖
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

踏进校门，一股浓浓的书香气扑
面而来。

翻阅这所学校的光荣历史，可
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
衡、任弼时、李维汉等曾在此求学；
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王季范、李
达、周谷城、田汉等文化名人曾在此
任教；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曾国

藩、左宗棠、黄兴等曾藏修于此。

百年前的初心
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于公元1161年
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现更名为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

学校办公楼的正墙上，高高悬挂
着毛泽东亲笔为母校题写的“第一师
范”校牌，格外醒目。

百年前的1913年至1922年，青
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此求学、执教以及
从事早期革命活动长达8年，是毛泽
东的初心形成地和毛泽东思想的萌
芽地。 （下转2版）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
生”。这是1950年毛泽东为“一师”题
写的校训。寥寥数语，便能看出一代
伟人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的高远志向。

大礼堂、第八班教室、君子亭、
水井……“一师”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无不散发着浓烈的“红色气息”。点
滴细节，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一位位革
命先辈就是在这里汲取知识、积蓄力
量、奋发而为。

这里的党史故事，让我心潮澎
湃。在这里，我仿佛还能看到那匆忙
的脚步、碰撞的思想和青年的蜕变。

那段光辉岁月里的一个细节让我
难以忘怀。除了在书本上读“有字之
书”外，毛泽东还经常和同窗好友一
起去社会上研习“无字之书”。这对
我来说，有着无尽启发。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就应该像毛泽东
那样，既读好“有字之书”，也读好“无
字之书”，在学习上踏踏实实，在社会

上躬身实践，既深切了解家国现实，
又要立志奉献自身力量。

身处新的时代，回望革命历程，
我们更应时刻牢记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传承革命精神，积蓄红色力
量。我想，这是新时代青年应有的人
生抱负，也
应 是 新 时
代 女 性 需
要 的 精 神
追求！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草案），决定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纲
要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单位征求意见。

李克强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人
民监督，是宪法规定的重要职责，对促进政府效能不断提高至
关重要。起草好《报告》和《纲要（草案）》，要广泛听取各界意
见，问计于众、问需于民，凝聚共识、增强信心，形成推动发展的

强大合力。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极为特殊、极不平凡，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世界经济衰退等多重罕见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克难奋进，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顶住
巨大压力稳住了基本盘、实现了全年正增长，总量迈上一百万
亿元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五”圆满
收官。成绩殊为不易、成之惟艰。

（下转2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

湖南第一师范：一代伟人从这里起步

毛泽东在校就读时期的学校大礼堂。 邵伟/摄

■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
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
大。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全力做好
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 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研究解决筹办工作中
遇到的重大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履行职责，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各
专项协调小组要主动担责、加强协调，统筹解决好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的重点难点问题。北京市、河北省要落实主办城市责任，按时优质完成各
项任务。北京冬奥组委要更好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预
算管理，控制办奥成本，勤俭节约、杜绝腐败，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像冰
雪一样纯洁干净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王春霞 发自北
京 家庭教育法草案1月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
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
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
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据介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三次会议上，先
后有368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相关议案12件，要求
启动家庭教育立法、推进家庭教育工作。2020年以
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全国妇联提交的草
案建议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草案贯穿立德树人主线，突出问题导向，及时
总结实践经验，注重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草案
文本包括总则、家庭教育实施、家庭教育促进、家
庭教育干预、法律责任、附则，共六章52条。

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府、学校、社会为
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必要时，国家
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

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
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
责任，但被人民法院裁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或者被中止探望的除外。

草案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
庭教育过程中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根据情节可以予以训诫，必要时作出改进家庭教
育督促令；拒不改正的，作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的决定。符合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有关人员和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

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看望慰问国家冬季两项、跳台滑雪队运动
员、教练员和张家口赛区运行保障团队、建设者代表。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这是20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评论员 张明芳

家庭教育法草案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草案提出，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
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
一条款也引发网友热议。

事实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确，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
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
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
年人。而草案再次重申“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
暴力”，意味着再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家庭教育中
要摒弃“棍棒底下出好人”的传统观念。

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家
庭中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身体伤害还是人格
侵犯，都会让孩子深受其害。“不得有任何形式的
家庭暴力”是身为父母或监护人的底线要求，也是
坚持儿童优先原则的延伸。

“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也正是希望
通过法律引导家庭教育的正确开展，帮助父母厘
清权责边界，促使父母在放下简单粗暴的“棍棒”
后，进而思考和学习如何科学开展家庭教育。

为人父母，是一场修行。法律明确了家庭教
育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父母更应该加强学习，掌握
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保障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摒弃棍棒教育是对父母的底线要求
天天
观点点

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