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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丁文娴 苏斌）正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速滑冬奥冠
军张虹建议，在高校增设体育文化类课程，加大向
国际体育组织输送人才的力度，并积极承办国际体
育赛事。

张虹结合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哈尔滨工
业大学研究员的切身经历，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
推进体教融合尤其是高校体教融合，开展校园体育
赛事，在高校增设奥林匹克文化、体育管理、体育经
济、体育法等体育文化类课程，向青年传授运动知
识、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培养体育人才，增加体育就
业岗位。

“从近几年看，体育是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
教育方向。”张虹说，“无论从运动员培养，还是青少
年培养的角度，如果我们在学校开展更多这样的课
程，就会给学生一些带领，引导他们成为未来的体
育人。”

同时，她建议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向国际
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机构选派、推荐委员
和工作人员等，建立健全高水平教练员、裁判员以
及媒体、体育经纪、电视转播、国际体育产业等领域
人员的培养选送体系，为积极推进体育外交、建设
体育强国提供人才支持。

此外，张虹表示，近年来我国先后举办了南京

青奥会、武汉军运会、北京冬奥会等国际赛事，还有
许多城市成功承办国际单项体育赛事，带动地区经
济持续增长，推动旅游等产业发展，助力全民健身
事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城市人文环境。她
认为应重视国际赛事的影响力，发挥国际赛事带动
体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应。

鉴于目前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具备举办国
际比赛的条件，她建议，加大国际体育赛事申办力
度，完善申办流程，通过承办国际体育赛事，促进当
地体育文化发展，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张虹委员：
建议大力为国际体育组织输送人才 积极承办国际赛事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张汨汨 梅常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
日下午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党中央把握强国强军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着眼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的战略部
署。贯彻落实好这一部署，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统一思想认识，强
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会上，来自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刘泽金代
表、来自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饶文敏代表、来自国防
动员系统的王宏宇代表、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唐林
辉代表、来自陆军的宛金杨代表、来自海军的王亚
茹代表依次发言，就国家实验室建设、国防科技工
业能力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国家储备建
设、边海防工作、全民国防教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意
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不时同他
们互动交流。在 6 位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重点围绕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提出要求。他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
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要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
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系统提升我
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的
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指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是复杂系统工程，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以重
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深化科技协同创新，建设
好、管理好、运用好国家实验室，聚力加强自主创
新、原始创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
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
竞争新优势。要强化国防科技工业服务强军胜战
导向，优化体系布局，创新发展模式，增强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善于算
大账、综合账、长远账，提高共建共用共享水平。要
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提升国家储备维护国家安

全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必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这些年，各有关方
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协力推进有关重大改革，
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体
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
规范有序的工作格局，更好推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要
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
代军政军民团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巩固提高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
大力量。

会前，习近平亲切接见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
民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丁静 高健钧）从
严追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9万人，强制报告、从业禁止、“依法带娃”等纳入法
律规定，融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
大保护”……今年的两高报告让人们看到，近年来
司法机关通过细致的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网
越织越密。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未
成年人，守的是亿万家庭的幸福生活，也是红色江
山根基永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的保证。未成

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不法
侵害。织密法网、融通力量，如同缝补衣服，不断挑
针引线、填补漏洞、疏通脉络，有助于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让这张

“保护网”更有力度、韧度和温度。
制度为纲，纲举则目张。“通过强制报告追诉犯

罪5358件”“推动入职查询2003万余人次”“对涉嫌
轻微犯罪、有悔罪表现的，附条件不起诉7.1万人”

“通过家庭教育令督促甩手家长‘依法带娃’”“防治
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两高报告中这些亮点，

直击未成年人保护的痛点堵点，回应社会普遍关
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助于构建未成年人
保护的强大合力，牵引全社会形成保护共识。

织密法网的目的是将良法善治转化为未成年
人保护的强大效能。说到底，要靠司法机关敢于
较真碰硬，不断创新手段，坚持耐心细致，将“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在司法工作的各个环
节、融通于“六大保护”的每个领域，实现保护、治
罪与治理并重，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律艳阳
天。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网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高健钧 段续）今
年最高检报告提出拓展公益诉讼，以能动检察守护
公共利益，强调在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神圣职责中
践行人民至上。

办理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公益诉讼5.9万件；针对一些“消”字号抗（抑）菌制
剂非法添加化学药物危害健康，组织公益诉讼专项
监督，促请查处涉案问题产品61万余件；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39.5 万件……公益
诉讼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捍卫公平正义，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揪心
事、烦心事。公益诉讼全面推行五年来，以制度优
势实现了最佳办案效果，构建了协同高效的公益司
法保护体系，守护着美丽中国。

有了好的成效，就要复制好的经验，向更多领
域推广拓展。这既是顺应人民群众更广泛的需求，
也是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生动实践。
此前，公益诉讼主要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部署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修改法律，增加军人荣誉名誉权益保障、安
全生产、妇女权益保障等9个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
继续扩大公益诉讼的覆盖面。

拓展公益诉讼领域，要做到明察秋毫，掌握更
多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助力依法行政，继续以双
赢多赢共赢办案理念，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
为最佳司法状态。

让公益诉讼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实效，还要继续
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积极改革创新，让中国特
色公益司法保护之路越走越广。

拓展公益诉讼 践行人民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