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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就 中 阿 建 交 5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9 日 电 国 家

主席习近平 2 月 19 日同阿根廷共和国

总统费尔南德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阿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中阿关系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各 领 域 合 作 日 益 深

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中阿友谊新

篇章。

习 近 平 强 调 ，前 不 久 ，我 同 费 尔

南 德 斯 总 统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期 间 举 行

会 见 ，共 同 谋 划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蓝 图 ，

宣 布 启 动 2022 中 阿 友 好 合 作 年 。 我

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费尔南

德斯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阿合作不

断 迈 上 新 台 阶 ，造 福 两 国 和 两 国

人民。

费尔南德斯表示，值此两国建交 50

周年之际，我谨向习近平主席和兄弟的

中 国 人 民 表 达 阿 根 廷 人 民 的 欢 欣 之

情。建交以来，阿中文化、科技和经济

交流日益密切。阿根廷政府和人民诚

挚感谢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

难时刻守望相助。我愿同习近平主席

共同推动阿中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国政

府和人民友谊。

第二十四届冬奥会闭幕式 20 日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闭幕式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2 月 20 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闭幕式。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2 月 20 日，北京冬奥会迎来闭幕式，一幕幕

精彩瞬间将被永远铭记。

16 个难忘日夜，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欢乐

和友谊，为全球所共享，北京冬奥会彰显的团

结、合作和希望，为国际社会注入信心和力量。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被注入绿色、科技、文化

的新活力，一个阳光、富强、开放的中国坚定走

向未来，与奥运精神互融互通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北京冬

奥会推动一个更团结的世界，一起向未来！

（一）

长城脚下，冰雪辉映。2 月 4 日，北京冬奥

会主火炬正式点燃。

悠久辉煌的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再度牵

手，注定将书写一段闪耀的历史篇章。

100 多年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

出，奥运会要在世界各地举行。他认为，只有使

奥运会成为国际性活动，才能使奥林匹克精神

发扬光大，更具生命力。

“双奥之城”的北京，成为顾拜旦这一主张

的完美诠释者。

14 亿多人的奥林匹克热情，数亿青少年的

冰雪运动体验，冬奥会在中国这个世界大国举

办，使奥林匹克理念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世界冰

雪运动的风貌更加亮丽。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言，随着中国 3 亿

多人参与冰雪运动，世界冰雪运动的历史将以

北京冬奥会作为分界线。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世

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北京冬奥会的

办奥理念，承载着当今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追

求。对办奥理念的坚定践行，成就了一届高标

准、高水平的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核心信息系统100%全面上“云”，

成为百年奥运史上第一个“云上奥运”。对此，巴

赫评价：“中国用科技书写了新的历史。”众多国

际人士赞叹，未来奥运会的新标杆就此树立。

竞技场上，近 3000 名运动员的梦想和激情在飞扬。

完成偏轴转体 1620 度的超高难度动作后平稳落地，谷

爱凌选择在冬奥会决赛挑战一个她从未做出的动作，最终逆

转夺冠；电光火石之间，一道红黑身影滑过终点线，34 秒 32，

高亭宇打破奥运会纪录，一战惊世⋯⋯

挑战“不可能的阿克塞尔四周跳”，纵然失败，无碍羽生

结弦赢得满场掌声和敬意；在 49 岁的年龄第

八次踏上奥运赛场，佩希施泰因告诉世人，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成功和遗憾，早已无法定义他们的人生。

竞技场上下，奥林匹克精神的光辉熠熠

闪耀。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中，谷爱凌和瑞

士运动员玛蒂尔德·格雷莫跪地安慰失误的

法国选手，各国媒体纷纷称赞这一幕是“奥

林匹克精神的展现”；志愿者孙泽宇在冬奥

会开幕式上的一声“Welcome to China（中

国欢迎你）”，让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

莫德感动落泪。在社交媒体上，她不断分享

着“中国人的友爱与好客”。

经典瞬间成就历史，温情时刻长留心间。

历经 16 天的精彩，北京冬奥会迎来闭幕，但

精彩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二）

冰雪之中，世界见证竞技体育的荣耀与梦

想，也感受到了中国对冬奥会的执着和热情。

沿着体育文明的维度，回望历史深处，

一个古老民族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融入世界

的渴望，清晰而强烈。由此，才能更好理解

中国的这份热情。

“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1895 年，严复

在天津《直报》发出救国救民的呼声，哀叹

“病夫”的国家和国民。自此以后，“健身”便

寄托着“强国”的愿望，也激励着中华民族对

于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

国家积贫积弱，追赶世界的脚步注定充

满无奈和坎坷：《天津青年》杂志发出的“奥

运三问”，写满迷茫；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

的孤单身影，尽是落寞。

彼时的人们很难想象，100 多年后，世界

会因为奥运会而沉浸于“北京时间”。

2008 年，奥林匹克之火第一次在北京点

燃，世界得以近距离感知 21 世纪中国的脉

搏，强劲有力，充满希望。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之

际感慨道：“我们不必对国际关系有深入了解，也能感受到中

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情，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祖国诚挚的自豪

感，感受到每个中国公民，从著名的奥运选手到普通人，都在

抓住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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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北京冬奥会闭幕之际

本报编辑部

把握农时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金观平

春到田间万象新。眼下，春季农业

生产正由南向北逐渐展开。全力组织

春季农业生产，做到把握农时、不误农

事，才能保产增收、减损增效。

粮油菜肉蛋奶生产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产业基础，是确保物价稳定的关键

领域。春季农业生产涉及范围广，既有

秋收作物的春播，又有夏收作物的春管，

还涉及经济作物以及畜禽生产。春播粮

食面积占全年的一半以上，夏粮产量超

过全年的五分之一，夏油产量超过全年

的五分之二；春季又是畜禽补栏、扩繁的

旺季，保障肉蛋奶离不开春季这个关口。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同

于工业，农业生产讲究时令，适度靠前

谋划很有必要。

2022 年，国家继续采取超常规措施

稳定粮食生产。在春播前，有关部门已

将今年粮食生产目标下达各省，各地把

粮食种植面积作为约束性指标，层层压

实责任。对去年受秋汛影响较大的省

份，将出台夏粮小麦促壮稳产补助，高

产创建社会化服务资金也将重点支持

夏粮生产。国家正在研究再次发放农

资补贴，支持农民春耕生产。从中央财

政到地方财政拿出真金白银投入农业，

释放出强烈的重粮稳农信号。

今年春季农业生产也面临一些困

难。一是冬小麦苗情偏弱，春季田管任

务重。受去年秋季强降雨影响，冀晋鲁

豫陕 5 个小麦主产省出现大面积晚播，

苗情是近几十年最复杂的，田管难度加

大。二是病虫害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

压力大。据病虫害测报网监测，预计

2022 年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

势，全国发生面积 21.4 亿亩次，比 2021

年增加 13.5%，对 70%以上的产区构成

威胁。三是保障农资供应、稳定农资价

格难度大。去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眼

下农资尤其是化肥价格仍处高位，不少

经销商备货意向较低，春管春播又是需

肥旺季，防止农资价格上涨对农业收益

的侵蚀需要艰苦努力。

做好春季农业生产，要强化基础支

撑。加强耕地基础设施建设，平整土

地、配套沟渠、修建机耕道路。依靠现

代农机，紧贴实际推进农机化，加快短

板机具研发推广，推进空间立体利用、

智能化手段配套，借助农业机械和社会

化服务，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

大体系。

做好春季农业生产，要保供促销同

步。“米袋子”方面，南方双季稻地区要

开展社会化服务，稳定早稻面积；东北

地区优化种植结构，扩大豆、稳玉米；西

南地区可挖掘撂荒地潜力扩种玉米。

“菜篮子”方面，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

设施蔬菜种植、设施畜禽养殖，稳定水

产养殖面积、拓展养殖空间，提升“菜篮

子”稳产保供能力。谋划生产的同时也

要研究市场，努力争取产销两旺。一手

端牢中国饭碗，一手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需求。

做好春季农业生产，要抓好物资保

障。此前，为保障国内化肥供应稳定，

相关部门多次出台调控政策。下一步，

要继续帮助重点化肥生产企业，解决影

响提高生产开工水平的难题。及时关

注农资市场和进出口情况，必要时提前

投放化肥国家商业储备。指导各地搞

好农资调剂调运，及时下摆到村到店，

努力让农民及时买到放心平价农资。

一系列稳投资促消费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扩 内 需 加 固 经 济 基 本 盘
本报记者 顾 阳

近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及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 8 个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正式获批。至此，全国一

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备受

关注的“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当前

扩内需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以来，我国

出台了一系列稳投资、促消费的政策措施，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投资保持增长态势。

“当前，内需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我国将继续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

一 步 加 固 经 济 基 本 盘 ，增 强 发 展 内 生 动

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达说。

扩内需有利条件不断积聚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

增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供给水平不断提

高，特别是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政策举措

落地实施，厚植了内需发展基础。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突破 114 万亿元，增长 8.1%；人均 GDP

突破 1.2 万美元，商品消费市场规模稳居世

界第二。此外，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64.72%，比上年末提高 0.83 个百分点。

“我国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大、前景广阔、长期

向好的特点没有变，未来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还将继续显现，内需潜力将持续释

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

究室主任金贤东表示，从消费端看，得益于

有力有效的疫情防控，居民消费整体意愿

逐步回升。2021 年，就业保持基本稳定，

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同比多增 83 万

人；同时，全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8.1%。

“我国产业体系健全、生产能力稳定的

优势以及不断提高的企业创新能力，将对

需求产生更强的引领、创造作用。”国家信

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魏琪嘉说。

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扩内

需的内生动力正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

我国有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开展

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规划建

设现代流通体系，市场主体活力得到有效

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市场主体达到 1.5 亿

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 70%左右。

积极稳妥扩大有效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经济工

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

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从地方两会

提出的年度目标看，作为扩内需的重要举

措之一，积极稳妥扩大有效投资已成各地

稳增长的重头戏。

比如，河南提出“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8 万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投资 1.8

万亿元”；江西提出“重点推进 3453 个省大

中型项目，年度投资 1.1 万亿元以上”；浙江

省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突出抓

好重大项目建设，实现有效投资增长 6%左

右”。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按照“适度

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要求，多地围绕

“两新一重”等加大有效投资力度，除了“铁

公基”等传统基建，5G、数据中心、工业互

联网等新基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下转第二版）

本报南昌讯（记者赖永峰、刘兴）2 月 16

日，作为南昌市中心城区南部客货运交通快

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第九座跨江大

桥洪州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将为该市推进“东

进、西拓、南延、北融、中兴”发展战略，助推大

南昌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提供支撑。

近年来，江西把大南昌都市圈建设作为

全省破解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主要抓手、提升

省域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和助推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主要引擎，加快实施大南昌都市

圈“强核行动”，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大南昌

都市圈的辐射带动能级得到有效提升。

“去年以来，我们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

通、市政公共设施、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及都市

圈旅游‘一卡通’扩容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圈

内城市在多元化合作机制、一体化交通网络、

同城化公共服务、协同化生态保护、融合化社

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区域协作更加紧

密。”南昌市发改委主任雷强介绍。

随着大南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加快，越

来越多的圈内城市享受到发展红利。丰城市

通过打造“深圳研发、南昌加速、丰城整合”的

生态圈，工业设计和教育装备产业蓬勃发展；

樟树市依托江西中医药大学，建设中医药产

业研究院和中药质量第三方检测检验中心；

围绕纺织服装产业，南昌市青山湖区的针织

服装、九江市共青城的羽绒服装、德安的棉纺

服装、瑞昌的棉麻纺织、奉新的涤棉纱线、万

年的纺织新材料形成了产业链协同发展。

“今年，南昌将深入落实‘强省会’战略，

深度对接省级层面关于大南昌都市圈相关政策措施，升级做实大南

昌都市圈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南昌市各县区与丰樟高、鄱余万、奉靖

永 9 个县市‘一对一’结对合作机制，促进昌九一体化、昌抚一体化深

度融合。”南昌市市长万广明介绍，将推动设立大南昌都市圈产业发

展基金，加强圈内产业市场化融合化发展；强化公共服务协同供给，

实现公共管理、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跨城通办、联通互认。

增辐射能级

促产业协同

南昌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
2 月 19 日，中国队选手隋文静（右）/韩聪在奖牌颁发

仪式后。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

滑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中国队选手隋文静/韩聪夺得

双人滑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摘得本届冬奥会第九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