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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指出，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

重 ，提 出“ 增 强 经 济 持 续 回 升 向 好 态

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社会稳

定，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为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明确方向，坚定信心。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回升向好殊为

不易，这是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底气所

在。同时也要看到，近期我国部分经济

指标出现波动，折射出当前外部环境变

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但这些是发

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

可以克服的。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

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用实实在在的

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

步 。 刚 刚 闭 幕 的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擘画了改革蓝图。此次政

治局会议强调，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

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

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要求“要坚

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等市场经济

基础制度”等，这集中体现了以改革为

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基

本逻辑。

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做好下半年

经济工作仍需各方加力，形成强大合

力。此次政治局会议围绕“宏观政策要

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经济政策的着

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

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进

一步释放出鲜明信号：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挖掘内需

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

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

信心。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

键在于“最后一公里”。展望下半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各地各部门须坚定改革决心和信

心，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以担

当实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有信

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发展信心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地方

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习近平总书

记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当前正值“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警，

强化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汛情来得早来得猛，多地遭遇

突发灾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

大损失。各地各部门必须以高度的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思想上绷紧弦，

行动上见真招，确保平稳安全度汛。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汛

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把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各

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举

一反三，加强应急值守、靠前指挥，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要坚持“预”字当先。防汛减灾成

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未雨绸缪下好“先

手棋”。要紧盯水库等重点领域薄弱环

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提前补齐短

板、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将各类风险隐

患消除在未发之时。要综合运用人力

巡查与大数据监测等手段，提高预报、

预警、预演、预案能力，确保对雨情汛

情变化及时掌握，心中有底，应对有方。

要做到以“迅”应汛。汛情发展瞬

息万变，小的裂缝可能引发大的溃坝，

防 汛 抢 险 就 是 一 场 与 时 间 的 极 速 赛

跑。立足抢早、抢小，以大概率思维应

对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险情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得

到处置。

要做到以“变”应变。防汛救灾要

注重随机应变、科学调度，注重人防、物

防、科防。强化系统观念，做好联合调

度，充分发挥智慧防汛平台和部门会商

机制作用，做到全方位部署、全变量研

判、全要素统筹、全链条监测，决不能因

为调度缺位失序造成不应该发生的灾情。

千防万防，根本在于筑牢思想防

线、绷紧责任这根弦。各地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效的

执行力，全力确保江河安澜、人民安然。

坚持人民至上
守好防汛关键期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近期，“中国游”成为国际旅游市

场新热潮。不少外国游客在社交网

站分享中国见闻。这些“有图有真

相”的帖子令外国网友直呼意外，原

来中国美食美景很赞，人民友善热

情，全国各地都很“city”。

世界游客的目光看向中国。每

当中国发布新的入境利好政策，各大

旅行平台相关搜索量应声大涨。中

国将对澳大利亚单方面免签的消息

发布半小时后，携程国际平台澳用户

搜索中国相关关键词的热度比前一

天增长超 80％。中国对波兰单方面

免签的消息同样令平台波兰用户的

中国关键词搜索热度上涨 40％。墨

西哥旅游部长米格尔·托鲁科日前表

示，去中国的热情蔓延到墨西哥年青

一代，“大家都想去西安、桂林、上海、

北京，还有广东”。

随着中国不断更新免签政策，提

升入境效率，降低外国游客来华旅游

门槛，来华旅游的人数不断刷新纪录，

入境游客的游玩方式和线路也今非昔

比。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剥离了文化差

异的焦虑，以“窥视异域”为目的的旅

游已逐渐淡出，更多游客选择将在华

旅游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不仅

来中国，还要在中国玩出个性，玩出新

意，玩出花样。从一线城市以及古都

古建游中逸散到中国各地，深入内地

民间亲身体验民风民情。

新一轮“中国游”热潮中，更多小

众目的地进入外国游客视野，更加新

颖的定制旅游方式不断涌现。利用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一些外国人

打个“飞的”就来到上海，预约中华料

理工作室学做小笼包，“体验当一天

上海人”。大熊猫“福宝”带火了韩国

人赴四川旅游，韩国旅行商适时推出

“福宝”主题旅游线路。得益于中泰

互免签证协议和直航线路的增加，泰

国的“三国粉”扎堆打卡关公故里山

西运城。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

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

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行

的主要目的。

外国游客“中国游”走红的背后，

是他们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好奇心，他

们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大地之上

的城市风光和建筑，建筑之下流动的

历史底蕴和市民生活，让这些外国朋

友真切感受到，“中国并不像我们原

来想象的那样”“看到了一个西方媒

体永远不会展现的中国”……在全球

社交网站上搜索“ChinaTravel”标签，

海量的视频展现了外国游客对中国

印象的巨大改观。28 岁的韩国女生

高义松到过北京、青岛、内蒙古、上海

等地旅游。她说，每个城市都有不一

样的魅力和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但都非常热闹，充满了活力。

火爆的“中国游”打开了世界了

解认知中国的新窗口、新通道，快乐的

“中国行”成为不少外国人的“破除偏

见”“对齐真相”之旅，“反差感”是很

多外国游客在饱览中国大好河山、呼

吸中国文化空气之后最直观的感受。

一些外国旅游博主甚至直呼“被西方

媒体骗了”。澳大利亚博主乔茜来华

旅行后，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新闻报道

中对中国建立的认知“非常狭隘”。有

意思的是，全球游客“中国游”持续升

温，西方主流媒体却至今报道寥寥，仿

佛集体丧失了“新闻嗅觉”。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

家田代秀敏表示，自己近期刚刚到过

上海，完全没看到一些媒体上说的所

谓中国城市的“萧条景象”，“我亲眼

看到的是公路上燃油车与电动车并

行行驶、工程再开的新动向”。“从无

现金支付到交通引导系统，中国社会

的方方面面实现了数字化。街道整

洁市容美丽。上海已成为世界最大

规模的艺术市场之一，亚洲最大规模

的国际电影节在上海举办。我深刻

地感受到中国正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上日益发展。”

眼见为实有助于刷新认知，置身

其中能更好认识和感受真实。旅游

观光能搭建起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

多走动有利于提升不同文化人民之

间的换位思考能力，使其以更加包容

的视角看待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以文明多样性的审美欣赏不同社会

的活力与精彩。相信随着中国优化

签证政策等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系

列举措不断出台，更多的外国游客有

机会来到中国，看见中国，享受中国。

（参与记者：冯亚松、钟雅）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明

确符合开放条件的学校应在国家法

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面

向中小学生开放体育设施。

通 知 发 布 后 ，家 长 们 拍 手 称

快。因为一到节假日和寒暑假，很

多孩子就面临无处锻炼的尴尬。

不可否认 ，学校体育设施对外

开 放 ，确 实 存 在 着 一 些 难 点 堵 点 。

比如，校园安全如何保证？责任如

何 厘 清 ？ 增 加 的 管 理 开 支 从 何 而

来？这些问题都不容回避，需要多

方努力，统筹考量，加快探索，形成

可复制的经验并加以推广。

目前，不少地方校园体育场地陆

续向社会开放。比如，杭州市逾九成

中小学校和中职学校向社会开放体

育场馆，而且探索出了“三员”管理模

式，即安全员负责维护健身人员进出

校园秩序，管理员负责场地管理，社

会体育指导员为健身群众提供科学

指导。这些措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很强。此外，还可以通过推进学校体

育场馆和社会公共体育场馆双向开

放，支持第三方对区域内学校体育

设施开放统一运营，鼓励学校和社

会体育场馆合作开设体育课程等方

式，提高体育场馆的开放程度和利

用效率。

总而言之，学校体育设施开放，

办法总比困难多，步子不妨再大些。

来源：广州日报

来到中国，看见中国，享受中国
新华社记者 许苏培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堵在哪
谭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