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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鼓鸣，旌旗展。巴黎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13日正式成立，405
名运动员将参加 30个大项 42个分
项 236个小项的角逐。三年前的东
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
38 金 32 银 19 铜，打了一场漂亮的

“翻身仗”。新的奥运征程就在眼
前，强敌环绕，前路挑战重重。展望
巴黎之夏，期待一枚枚来之不易的
金牌，也珍视每一个打动人心的瞬
间，它们都将是中国健儿在塞纳河
畔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迹。

基本盘稳字当头
从历届奥运会成绩来看，乒乓

球、跳水、射击、举重、羽毛球、体操
六大王牌项目的发挥，决定着中国
代表团的整体表现。

巴黎奥运周期，中国军团的“六
大王牌军”在多项大赛中保持了较
高水准。正因如此，美国尼尔森研
究所近期发布的巴黎奥运会奖牌榜
最新预测认为，中国代表团有可能
斩获36枚金牌，和预测获得37金的
美国代表团不相伯仲。

中国乒乓球队有望向包揽五金
发起冲击，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希
望队伍“去拼这五个项目，而不要去
守”。东京奥运会上，国乒憾失混双
金牌，此番来到巴黎，世界排名第一
的孙颖莎/王楚钦志在收复失地。
女队方面，巴黎奥运周期，孙颖莎成
绩亮眼，长期占据世界排名榜首，巴
黎将是她第二次奥运之旅，身兼三
项的她将力争创造佳绩。女单卫冕
冠军陈梦同样剑指金牌。男队有马
龙作为“定海神针”，手握伦敦奥运会
男团冠军，里约和东京奥运会男单、
男团冠军，“龙队”将向自己的第六枚
奥运金牌发起冲击。樊振东目前距
大满贯头衔只差一个奥运会男单冠军，他将为圆梦奋
力一搏。新生代王楚钦目前男单世界排名第一，他
将在巴黎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新一代领军者。

中国跳水“梦之队”出战巴黎的阵容包括五位
奥运冠军和五位世锦赛冠军。曹缘将成为奥运“四
朝元老”，全红婵、陈芋汐、王宗源和谢思埸都是第
二次征战奥运会，陈艺文、昌雅妮、龙道一、杨昊和
练俊杰将在巴黎迎来奥运首秀。中国队在全部八
个项目中具备夺金实力，最稳的就是全红婵和陈芋
汐携手出战的女子单人和双人10米台。此前，中国
跳水从未在奥运会上包揽全部项目的金牌，这一次
希望在巴黎实现突破。

和东京奥运会相比，如今的中国游泳队底气更
足，参赛阵容中有张雨霏、叶诗文、李冰洁、杨浚瑄、
汤慕涵和汪顺六位奥运冠军。中国游泳目前占据
三项世界排名第一，分别是潘展乐的男子 100米自
由泳、汪顺的男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和唐钱婷的女
子 100米蛙泳。此外，中国队还有六人在六个项目
中进入世界前五。

中国射击队整体实力在世界上处于第一梯
队。步手枪10个小项中国队拿满参赛席位，成为世
界上为数不多实现奥运会满额参赛的步手枪队
伍。人员方面，中国射击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东
京奥运会夺金的五人中，本次只有女子手枪的姜冉
馨一人参赛，但队伍整体实力依然可观，在所有小
项上都有冲击金牌的能力。而最重要的一枚金牌，
自然是首金。巴黎奥运会首金大概率将在气步枪
混合团体项目上产生，该项目是中国队的强项之
一，本次中国队派出盛李豪/黄雨婷和杜林澍/韩佳
予这两对组合参赛，“双保险”向首金发起冲击。

中国举重队在上届奥运会上勇夺 7金 1银，而
此次受项目参赛人数限制，派出满额的 6人参赛。
队中不仅有李发彬、石智勇、侯志慧、李雯雯四位东
京奥运会冠军坐镇，刘焕华、罗诗芳两位新人同样
令人期待。尤其是 102公斤级的刘焕华，肩负着在
大级别突破的重任。他在今年4月的举重世界杯上
赢得男子 102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并刷
新这两项世界纪录。

国羽在五个单项上均拿到两个奥运资格，是唯
一一支各单项均实现满额参赛的队伍。巴黎奥运
周期，国羽混双、女双继续保有优势，郑思维/黄雅
琼、陈清晨/贾一凡两对组合长期排名世界第一，女
单形成一定集团优势，男单、男双也有较大进步。
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羽有四个单项位居头名，
但各个单项也都强手如林，要想登上最高领奖台并
不容易。

中国体操队中，邹敬园和刘洋在东京奥运会上
分别获得男子双杠和吊环金牌，具备卫冕的实力；
肖若腾则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银牌得主，目
前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女队方面，17岁小
将邱祺缘成为新的领军人物，去年首次参加世锦赛
就斩获高低杠项目冠军。蹦床是中国队的传统强

项，朱雪莹将肩负夺金重任。艺术
体操队在2023年世锦赛上赢得集体
项目五圈单项金牌，首获世界冠军，
她们将在巴黎用“中国风”向世界展
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大球、田径积蓄力量
三大球项目的水平是奥运赛场

上衡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次巴黎奥运会，中国队的女排、女
篮和三人篮球男、女队拿到资格，任
务各不相同，挑战同样艰巨。

经历了波折和低谷的中国女排
将以冲击者的姿态出征巴黎奥运
会。在蔡斌接手球队之后，中国女
排既创造过在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总决赛中勇夺亚军的惊喜，也经历
过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预选赛中沉
沙折戟的挫折。朱婷、张常宁等老
将回归之后，中国队在今年世界女
排联赛中通过世界排名拿到了奥运
资格，但状态起伏较大。作为一支
金牌之师，中国女排始终承受着争
创佳绩的期待。对于眼下这支中国
女排而言，首要目标应当是凝心聚
力，让每名球员和整个队伍的水平
发挥到极致，展现出团结一致、顽强
拼搏的精神状态。如果能做到这一
点，结果自然不会太差。

中国女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签
位不错，小组赛避开了卫冕冠军美国
队和东道主法国队，真正的考验将从
淘汰赛开始。即便如此，在阵容不齐
整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在奥运会前的
热身赛中仍安排了多场与强队过招
的比赛，以适应国际比赛强度。从成
绩上看，中国女篮近期状态令人忧
心，海外拉练六战仅一胜，遭遇过五
连败，尤其是两场大比分负于澳大
利亚队。不过随着李梦、李月汝两

位关键球员的回归，中国女篮仍有一搏奥运奖牌
的实力。

三人篮球方面，中国男队更现实的目标是在八
支球队的单循环赛中争取前六名，晋级下一阶段比
赛；女队有望争夺奖牌，作为上赛季国际篮联三人
篮球女子系列赛“最有价值运动员”，王丽丽伤愈复
出后的状态决定着球队的前景。

中国田径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 2金 2银 2铜
的佳绩，在走跑跳投四大项群中都收获了奖牌，但
目前队伍处于“换血期”，近一年来在国际赛事中表
现并不理想。中国队在女子投掷和竞走项目中具
有冲击金牌的希望，即将第五次征战奥运赛场的老
将巩立姣志在卫冕女子铅球，虽然本赛季截至目前
她的最好成绩尚未突破20米，但冬训期间她重新携
手德国老帅克拉克，效果不错。女子铁饼选手冯彬
近两个赛季整体状态稳定，去年世锦赛收获铜牌。
中国竞走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的统治地位已不复
存在，但刘虹、杨家玉、马振霞等名将在女子20公里
竞走项目上仍具备集团优势。今年奥运会新设置
的马拉松竞走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中国队已拿满
两个参赛名额，同样具备冲击金牌的可能。

新兴项目或有惊喜
今年5月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

让滑板、攀岩、霹雳舞、自由式小轮车这些潮流项目
在中国收获了更多关注，中国队也通过上海站和此
后的布达佩斯站比赛，将12个奥运资格收入囊中。

滑板项目可谓年轻人的天下，十来岁的孩子登
上世界最高领奖台也不鲜见。中国代表团此番年
龄最小的选手郑好好就是滑板运动员。将在巴黎
奥运会闭幕式当天度过 12岁生日的她将参加女子
碗池项目的比拼。女子街式项目则收获满额资格，
有崔宸曦、曾文蕙、朱沅铃三人入围。曾在这个周
期多次晋级世界大赛决赛的崔宸曦有望冲击奖牌。

攀岩项目中，中国队在奥运资格赛阶段厚积薄
发，拿到 7个席位，在所有参赛队中仅次于美国队，
距离满额仅差一席。其中中国队有望在速度项目
中向奖牌发起冲击。不过，速度攀岩赛场以不确定
性强著称，岩壁上的“百米大战”鹿死谁手，不到最
后一刻难有定数。

中国霹雳舞队将迎来奥运首秀，小将刘清漪在
备战周期异军突起，在2023年亚运会夺得女子组冠
军后便获得直通奥运的资格。19岁的亓祥宇与 31
岁老将曾莹莹则在奥运资格赛中又为中国队拿到
男子和女子各一张奥运门票。

新兴项目的中国小将们，为国争光不只是在领
奖台上，他们在赛场内外展现出来的阳光、幽默、时
尚……也将让世界看到中国新生代的自信和活力。

（执笔记者：王浩宇；参与记者：王镜宇、周欣、
刘阳、吴俊宽、林德韧、王沁鸥、岳冉冉、丁文娴、牛
梦彤、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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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

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形
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
改革方法论，保证了改革在攻坚克难中不断迈
上新台阶、取得新胜利。

坚持守正创新
2024年5月23日，山东济南，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深刻阐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
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
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
座谈会上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鲜明特色，也是重要方法论。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不错失机遇、把握引领时代潮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持守正创新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
碍和结构性矛盾，引领改革全方位展开、向纵
深挺进。

锚定目标，保持定力，坚持方向、立场不改
变——

2024年 6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会议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贯彻
的原则中，第一条即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这一原则贯穿改革全过程：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自上而下形成党领导改革工作的体制
机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着眼于把党作
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制
度化；将党的领导融入意识形态工作、国有企
业治理等各类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前进。

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习近平总书记给出
明确答案：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不该改的、不
能改的坚决不改。”

志不改，道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改什么、改到哪

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明确“我们的方向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
道路”，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求“要从
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
划和推进改革”……

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力回答了改革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向什么目标前进等根本性问题，
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识变求变，大胆探索，创新思路、方法不止
步——

四川成都彭州市，坐落着国家级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这里的无人机试飞测试
每天多达百余架次。从曾经的最少 7个工作
日审批改为如今起飞前1小时报备，企业试飞
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之力助推低空经济“振翅高飞”。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
产关系，是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是对改
革方向原则的坚守，也是对改革方式方法的
创新。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要求：“聚焦妨碍中
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
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推进方
式”“改革举措要有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
出的问题去”……

面向未来，改革味要更浓、成色要更足。

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
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
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
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更加体现与
时俱进。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从“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到“坚持人民有

所呼、改革有所应”；从“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一系列
改革中蕴含的“稳”与“进”、“呼”与“应”、“立”
与“破”、“谋”与“干”的辩证思维，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注入强大
思想力量。

注重系统集成
不久前，一张超长距离“合影”刷屏社交网

络——前景是位于北京延庆的九眼楼长城，远
处是位于朝阳区的北京地标建筑之一“中国
尊”。在古今“相遇”的“穿越”中，不少人感慨
照片“晒”出北京好“气”色。

天蓝气清之变，正是我国生态环保领域各
项改革集成发力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出台“史上最严”环保法；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
改革，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
动力……各项改革协同发力，带来“1+1>2”的

“化学反应”，美丽中国渐行渐近。
我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任务之全、内

容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靠某个部门单兵突
进行不通，靠几项改革举措零敲碎打更行不通，必
须更注重增强各项改革间的关联性、系统性。

牵住改革“牛鼻子”，统筹“主”与“次”的任
务，实现整体推进——

6月20日，天津市算力交易中心正式揭牌
上线。这一中心的启动，有望促进数据要素资
源流通，助力京津冀算力产业协同发展。

自我国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以来，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铺开。加强各类算力资
源科学布局，构建跨区域算力调度体系，完善
算网安全保障体系……多部门协同发力，数据
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提速。

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

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
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为下
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抓住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瞄准阻碍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延缓产业升级、制约科技自
立自强等方面的主要问题，改革全面发力、多
点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实现改革由局
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
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实。

下好全国“一盘棋”，注重“点”与“面”的结
合，推动协同发展——

制造业条目清零，服务业持续扩大开放，
190条缩减至27条……如今，我国首个自贸试
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只有薄薄两页多。

由一花独放，到百花满园。如今，全国 22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雁阵”，
累计开展 3500余项改革试点，形成一系列标
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

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持续
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更多经验在全国落地
生根，成为以点带面深化改革，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的缩影。

立足一域、着眼全局。纵观今日之中国，
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片片改革的高地、一个个开放的前沿，
不断开辟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新空间。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广泛推进、充分衔接、相互耦合，随着各领

域改革方案落地见效，改革红利日益显现，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更加强劲。

狠抓落实落地
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202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调研期

间在南昌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回顾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
时颇为感慨：“做就要做好，坚定做下去。笃行
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10多年来 30多次到长江沿岸，围绕长江
经济带发展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
召开了4次座谈会。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筑久安之
基。一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一抓到底的改
革智慧。

全面深化改革犹如建设一座大厦，既要绘
制好蓝图，更要抓好施工落实。

“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以
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扭住关键、精准发
力，敢于啃硬骨头，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
成效”“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
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要真抓实干。

全面深化改革抓落实，既要靠闯劲拼劲，
又要善作善成——

今年6月，科创板迎来开板五周年。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词。从五年前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如今科创板上市公
司达 570余家，这片资本市场拥抱创新的“试
验田”正不断孕育出更多科创“繁花”。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战略上要勇于进取，
战术上更要稳扎稳打。

既要做到“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
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也要确保

“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
如今，面对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的

复杂局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智慧和
定力。

从加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到持续
推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瘦身”；从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科学谋
划时机、方式、节奏，更多制度创新从试点探索
发展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复制，改革蹄疾步稳向
前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抓落实，既要靠责任担当，
也离不开督察问责——

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大幕拉开；如
今，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已迎来关键
之年。

建立举措清单，开展定量化督办，实行
穿透式操作，确保上下贯通、全面覆盖……
各方面探索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国企改革
特点的工作机制，助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
不停顿。

改革只争朝夕，落实难在方寸。
“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

“要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完善上下协同、条块
结合、精准高效的改革落实机制，下更大气力
抓好改革督察工作，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好督察工作，促
进各项改革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全面深化改革抓落实，既要靠层层传导压
力，也需要不断激发动力——

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形成允许改
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鲜明导向；一些
地方和单位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加大改革实绩
权重……一系列举措全力打通改革落地“中梗
阻”，有效防止了改革陷入“空转”。

改革潮涌，奋楫争先。有百折不挠的决
心，更需要久久为功的耐心。

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把握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处理好解放思想
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
关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以科学方法论
为指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必将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电

以科学方法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述评之六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希 刘慧 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