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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 会 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伦 贝 尔 市 闭
幕。3000 多名运动员用自己的汗水与
拼搏，在祖国北疆完成了一次生理、心
理的全面淬炼。老将老而弥坚，新人初
露锋芒，中国冰雪健儿壮志满怀，迈出
米兰冬奥会周期的坚实一步。

奖牌覆盖面大幅提升

“十四冬”共有 35 个体育代表团参
赛，其中有 26 个代表团获得金牌、30 个
代表团获得奖牌，参赛代表团金牌奖牌
覆盖面实现大幅提升，广东、四川、贵州
等体育代表团不仅第一次参加全国冬
季运动会，而且还有选手登上了领奖
台，这充分展现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
东进”战略的发展成果。

在项目设置方面，“十四冬”竞体比
赛设滑冰、滑雪、冬季两项、冰壶、冰球、
雪车、雪橇、滑雪登山 8 个大项、16 个分
项、176 个小项，第一次全面对标冬奥会
设项。雪车、雪橇、滑雪登山等项目均
是首次在全冬会设项，为运动员提供了
更多实战练兵机会。

“十四冬”期间，联合培养政策备受
关注。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

“十四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新表
示，实施联合培养政策还有两方面的考
虑：一是联合培养有利于推动全国范围
内发展冬季项目，有效促进冬季项目整
体水平的提升；二是由于冬运会对各单
位参赛运动员人数有规定，黑龙江、吉
林等省份虽然在一些项目上有很多优
秀运动员，但可参赛人数有限，造成了

人才浪费。
张新表示，“十四冬”落幕后，国家

体育总局将对联合培养的相关政策进
行进一步优化完善，通过政策的导向作
用，引领各省区市继续重视冬季项目发
展，进一步加大自主培养人才力度，推
动人才有序流动，实现冬季项目竞技水
平不断提高。

联合培养之外，众多外籍裁判、教
练现身“十四冬”赛场，见证冰雪运动领
域中国拥抱世界的决心。在竞赛规则
全面对标米兰冬奥会的同时，“十四冬”
优质的办赛设施和赛事组织工作也让

“洋面孔”们印象深刻。

冰上有“顶流”也有突破

“十四冬”的短道速滑、速度滑冰、
花样滑冰等冰上项目竞争激烈，个别项
目 甚 至“ 得 冬 奥 冠 军 易 ，拼 冬 运 冠 军
难”，这说明我国在一些项目上仍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短道速滑比赛中，吉林队的孙龙成
为最大赢家，在个人和接力项目中独揽
4 金，而冬奥冠军林孝埈、任子威、刘少
昂、刘少林和武大靖，均无缘个人项目
金牌。

“十四冬”共产生一项新的全国纪
录，并四次刷新全国青年纪录，这些纪
录全部诞生于速度滑冰赛场。北京冬
奥会冠军高亭宇摘得男子 500 米的冠
军，展现了冬奥冠军的风采。宁忠岩、
殷琦、田芮宁和李奇时等国家队成员都
有金牌进账，韩梅甚至收获三金，这说
明速滑队正处于上升期，可能在米兰冬

奥会上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在花样滑冰赛场，以国家队为班底

的北京队表现抢眼，斩获四枚金牌。“老
将”金博洋成功卫冕男子单人滑冠军，
13 岁的金书贤脱颖而出，逆转全国冠军
安香怡夺得女子单人滑项目的金牌，也
展现出年轻选手的无限潜力。

冰壶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黄金
一代”王冰玉、周妍、岳清爽和柳荫“四
朵金花”再现“十四冬”赛场。北京、黑
龙江、河北等队竞争激烈，正如黑龙江
队队长马秀玥所说，“十四冬”比赛竞
争激烈，说明中国冰壶的整体水平已经
提升。

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等项目则积
极利用北京冬奥场馆设施，在“十四冬”
开幕式举行前完成了比赛。殷正在公
开组男子单人钢架雪车比赛中夺得一
枚银牌，在随后举行的 2024 年国际雪车
联合会世锦赛中，殷正获得男子钢架雪
车项目季军，这也是我国钢架雪车选手
在世锦赛上获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雪上有明星更有希望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本届冬运会
的雪上比赛，那么用“有明星更有希望”
这句话就再合适不过了。在单板滑雪
男子公开组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比
赛中，北京冬奥会冠军苏翊鸣均“先输
后赢”，站上最高领奖台。比他夺冠更
重要的是，他亮相“十四冬”，能够让更
多人愿意去了解去接受这项运动，激励
更多的青少年去尝试单板滑雪，去尝试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中，徐
梦桃、贾宗洋这样的冬奥金牌和奖牌选
手重返全国冬运会舞台，虽然没能带走
一块“十四冬”的金牌，但他们长久以来
在这个项目上的坚守和坚持，让人感
动。另一方面，老将孔凡钰实力仍在，
李心鹏、于圣哲等新人正强势崛起，相
信只要他们继续提高动作的难度和稳
定性，再经过几次国际比赛的锤炼，就
必将能接过老将们手中的旗帜，继续保
持我国在该项目上的竞争优势。

在越野滑雪项目上，中国队的领军
人物王强加冕“五金王”，成为本届冬运
会中收获金牌最多的选手。在单板滑
雪 U 型场地技巧、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等一些项目上，一些来自河南、内蒙古、
山西等地的选手，正悄然间打破东北选
手的绝对统治地位。12 岁的周苡竹和
戴宇洋，给来自保加利亚的裁判长伊万
诺夫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他们
为代表的“家庭+俱乐部”联合培养运动
员新模式，也正在为部分雪上项目不断
注入“新鲜血液”。

正如吉林雪上技巧队教练员宁琴
所说，与过去相比，现在年轻运动员的
起点更扎实，会少走许多弯路。我国一
些雪上项目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短时
间内或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魏婧宇 黄
耀漫

我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和草原有个约定
—“十四冬”赛事综述

2月 27日，在位于织里镇的弗兰尼尔（湖州）服饰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工人坐在缝纫机前生产青少年装，“数字大脑”正在统计当天的生产量。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位于长三角经济圈腹地，以生产和销售童装闻名，集聚着 1.4 万余家童装企业。童装是织里镇的第一大主导产业，2023 年全镇销售童装超 15

亿件（套），占全国童装销量的三分之二，全年童装销售额达 800亿元，线上交易额突破 300亿元。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16 年 来，我 驾 驶 过 东 风 型、和 谐
型、复兴号内电双源动车组等 12 种机
车，安全行车近 3000 趟、70 多万公里，
相当于绕行地球 18 圈。”谈到自己的工
作，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
机务段运用一车间指导司机斯朗旺扎
充满自豪。

2 月 27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作为新时代铁
路人的优秀代表，5 位来自铁路基层一
线的“最美铁路人”讲述了他们不懈奋
斗的故事。

从“马背少年”到动车司机，斯朗旺
扎先后担当过格尔木至拉萨、拉萨至日
喀则、拉萨至林芝等区段机车乘务工
作。2021 年 6 月 25 日，拉林铁路开通运
营，实现复兴号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全
覆盖，斯朗旺扎作为首发司机，有幸见
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扎根平凡岗位，努力争创一流，用
责任和担当对待每一份工作，是他们的
共同品质。

13 年 如 一 日，中 国 铁 路 广 州 局 集

团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海口综合
维修车间信号工王笑冰，守护着全球
首 条 环 岛 高 铁 —— 海 南 环 岛 高 铁 的

“神经中枢”。
“我主要负责高铁信号设备的维护

检修工作，确保高铁信号设备安全稳
定。”王笑冰说。驻守海岛 13 年以来，他
做到了零违章、零事故，研发了一批铁
路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其中参与研
发的智慧无人机平台，可代替人工对高
铁信号中继站、基站、铁塔等基础设备
进行自动巡视检查，大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万里铁道线上，广大铁路职工和公
安民警坚守奉献，默默守护着人们的温
暖旅途。

“路途虽远，但我们与各族旅客的
心很近，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说这话
的是米尔班·艾依提，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客运段和田
一队“民族团结一家亲号”特快旅客列
车的列车长。

这趟列车穿越天山南北，环绕半个

塔克拉玛干沙漠，途经吐鲁番、巴州、喀
什、和田等 7 个地州，串起了沿途 15 个
主要县市，全程运行近 2000 公里。值乘
近 7年来，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累计
运送旅客 700 多万人次，服务重点旅客
上千余人次。还在列车上创办了民族
团 结 专 题 广 播 节 目 ，举 办“ 流 动 的 巴
扎”，在车厢里开设了销售需求公开栏，
为沿线村民拓宽了农产品销路，累计销
售上万公斤。

“守护平安铁路，让旅客放心满意”
是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惠来站
派出所三级警长朱少铭的职业信仰。
参加公安工作 26 年来，他在乘警岗位上
一干就是 15年。

2013 年底，随着杭深高铁厦深段开
通，朱少铭被调到普宁站派出所葵潭警
务区工作。高铁刚开通，当地一些群众
铁路安全意识不强，他经常走村串户开
展安全宣传。2017 年，他牵头成立了惠
来“赋爱”公益志愿者团队，带动更多人
参与公益事业，累计帮助沿线 300 多名
群众。去年底，伴随着汕汕高铁的开通，

他又来到新成立的惠来站派出所工作。
“新的岗位也是新的考验，我将一

如既往为老百姓服务，全力确保高铁安
全。”朱少铭说。

铁路网越织越密、车流越来越大、
旅客发送量越来越高，但兢兢业业、一
丝不苟、恪守规章、严保安全，始终是铁
路人坚守的行为准则。

今年春运，郑州站加开了多趟临客
列车，在繁忙时段，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车站运转车间车站值
班员蒋涛和同事们每 1.6 分钟就要接发
一趟列车。

蒋涛的工作职责是指挥旅客列车安
全有序进出郑州站、驶向目的地。作为
列车运行的一线“指挥员”，蒋涛日常要
与调度员以及其他各铁路工种协调联
络，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发布指令，一个班
下来要说几千句话，一个字都不能错。

“从事调度工作 13 年来，我安全办
理接发列车 37 万余列，为 3 亿多旅客出
行保驾护航，感觉很有成就感。”蒋涛说。

新华社记者 樊曦 韩佳诺

坚守平凡岗位 书写劳动篇章
——听五位“最美铁路人”讲述奋斗故事

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2023 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超过 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率达到 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
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 90%以上。

这是记者 2 月 28 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的消息。

农 业 农 村 部 有 关 司 局 负 责 人 表
示，2023 年我国总结推广“千万工程”
经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力有
效。各地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
快补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有序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国开
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 95%，村容村貌
明显改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 年 行 动 方 案（2021－ 2025 年）》，到
2025 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其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

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
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制
基本建立。

据了解，2024 年有关部门将务实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从农民最迫切的
现实需要入手，谋划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以小见大、以
点带面、可感可及的关键要事，扎实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这位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将
牵 头 抓 好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
稳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健全长效管
护 机 制 ，成 熟 一 个 改 一 个 ，切 实 提 升
改 厕 质 量 。 协 同 推 进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垃 圾 治 理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有 序 开 展
村庄清洁行动。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于文静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

一名电力工人、一个工具箱、一
辆巡检车、一座离岸数公里的海岛，
几个简单的关键词勾勒出国网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田横岛电
工宋大林的工作图景。

位于即墨区东部海域的田横岛
上，宋大林 15 年如一日守护灯火长
明 ，被 岛 上 300 余 户 居 民 称 为 海 岛

“掌灯人”。
海岛与陆地不一样，潮湿的气

候 条 件 、常 年 的 海 风 侵 蚀 ，让 供 电
线路和设备更容易被腐蚀氧化，寿
命 缩 短 。“ 特 别 是 过 年 期 间 居 民 家
中用电负荷增大，容易造成电表跳
闸 ，得 千 方 百 计 保 证 岛 上 供 电 稳
定。”宋大林每天要在这 1.5 平方公
里的海岛上走一圈，查看线路设备
运行状态，实时掌握供电情况。

今年是宋大林守护海岛的第 15
个年头。孤身在岛上守护光明，宋
大 林 面 临 的 最 大 难 题 就 是 人 手 不
够。“很多时候需要登高抢修线路，
就得靠村民帮助。慢慢地，我和岛
上的居民成了好朋友，遇到什么困
难，我们都会齐心协力共同
克服。”宋大林说。

去年夏天台风来袭，岛
上的一电线杆被台风刮断，

而海上风大浪急，岛外的同事无法
第 一 时 间 赶 来 支 援 。“ 村 里 组 织 村
民 跟 我 一 起 运 电 线 杆 、拉 线 路 ，经
过一天的努力，终于重新立起了电
线 杆 、接 好 了 线 路 ，恢 复 了 正 常 供
电。”回想起来，宋大林仍被当时的
情景感动。

宋大林从小在岛上长大，后来
又到岛上工作。他说，岛上电力的
变化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时候，晚上只能点蜡烛照明，后
来村里装了一台发电机，能用电灯
照明了。再后来，岛上通了电缆，陆
地上能用的电器，岛上的居民也都
用上了。”

从小时候见到电灯亮起，宋大
林心里就有了一个念头——让全岛
家 家 户 户 都 能 24 小 时 用 上 电 。 如
今岛上的电网架构完善、电力设备
齐全，各种电器出现在村民家中，可
靠电力还支撑了海岛旅游、海参养
殖等产业发展，为海岛居民的美好
生活“充电续航”。

新华社记者 陈国峰

眼下，正是油茶榨油旺季。江
西 宜 春 袁 州 区 辽 市 镇 隆 立 茶 油 坊
内，热气腾腾、油香四溢，经过脱壳、
预热、粉碎、蒸粉、包饼、压榨……茶
籽变成一滴滴金灿灿的茶油。油茶
坊老板徐海忙碌中道：“新年里，更
忙咧！”

春 节 期 间 ，隆 立 茶 油 坊 生 意
格 外 繁 忙 ，一 桶 桶 现 榨 的 茶 油 ，一
出 炉 就 被 上 门 的 顾 客 订 购 。 徐 海
告 诉 记 者 ，茶 油 坊 现 在 每 天 产 出
1000 余 斤 茶 油 ，能 卖 出 500 斤 左
右 ，年 销 售 量 约 10 万 斤 ，销 售 额 达
600 万 元 。

种植油茶树在袁州区有 500 多
年历史，油茶是袁州区的传统产业，
这里也是全国油茶主产区之一。

油茶果“榨”出了袁州老表的“幸
福味”。西村镇分界村村民杨院桂家
的油茶去年迎来了新丰收，他说：“我
家 10 多亩油茶林，榨了 500 斤茶油，
仅茶油收入就有 3万元。”

走进泸潇山榨油坊，炒、碾、蒸、
榨……金黄的山茶油流淌着，茶油的
醇香扑鼻而来。榨油坊负责人肖正
标说：“我们把传统的卧式榨升级为
立式榨，增加了过滤设备，减少了人
工做饼环节，提高了约 5%的出油率，
还减少了 3%的水分！”

近年来，袁州区不断夯实油茶产
业发展基础，利用本地优势发展油茶
传统特色产业，油茶果成为当地添绿
富民的“金果”。

在慈化镇新塘村，有一片生机
勃 勃 的 油 茶 林 ，7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荒山秃岭，新塘村返乡青年易松
平带领村民投资建设油茶基地，昔
日 荒 山 变 成 硕 果 累 累 的 油 茶 山 。
在西村镇、新田镇、天台镇，江西星
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照“企
业+基地+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建
成油茶基地 2 万多亩。基地由企业
出 资 ，农 户 以 山 地 出 租 、转 让 等 形
式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保证了当
地 外 出 务 工 农 民 山 不 荒 、有 收 益 ，
又帮助了留守劳力有工可务、有钱
可赚。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袁州区原
先单一的油茶种植正向多层次产业
结构发展迈进。青龙高科等本地龙
头企业以科技赋能油茶产业，获多项
发明专利，一些企业从油茶树中提取
生物活性成分，应用于生物医药、食
品、化妆品等领域。

袁州区还引导企业将一棵油茶
树从根到果再到叶“吃干榨尽”。江
西星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用
剩余的茶壳、茎叶等，经过精深加工，
培养白鲜菇、制成有机肥。

袁州区还发挥油茶文化的魅力，
利用老油茶林，开发集露营基地、采
摘游园、油茶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园
区，并规划打造油茶博物馆，还在辽
市镇规划打造一个集良种繁育、丰产
栽培、油茶文化、森林旅游于一体的
油茶文化小镇。

袁州区油茶树越种越多，目前全
区油茶林面积有 99.4 万亩，带动约
12万农户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李美娟

记者 2 月 28 日从江苏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2023 年江苏全省夏粮、
秋粮集中收购期累计入库分别为 176
亿斤、191 亿斤，粮食库存充足；全年建
设仓容 207 万吨，优化整合“小散旧”粮
食仓储设施，各地退出仓容 110 万吨，
现代型仓储设施覆盖率达 87%以上，助
力优粮优储。全省粮油工业年产值超
3500 亿元。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江苏将加快推进省市县
三级储备粮集并、储备专库建设，确保
地方政府储备粮政策性与经营性业务
彻底分开；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积

极应对灾害天气等突发情况，守住农民
“种粮卖得出”底线；加强区域粮食应急
保障中心建设，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
系；注重预调微调，保持粮食市场平稳
运行。

粮食仓储基础设施水平直接影响
粮食收储能力和粮食储存安全。江苏
提出，组织实施粮仓设施升级改造，支
持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关键节点和物流
产业园建设；加大“安全粮库、智慧粮
库、绿色粮库、廉洁粮库、美丽粮库”建
设力度，进一步提升现代型仓储设施覆
盖率，助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新华社记者 赵久龙

江苏：现代型仓储设施覆盖率超87％

江西袁州江西袁州：：油茶果油茶果““榨榨””出出““幸福味幸福味””

守护海岛守护海岛 1515年的年的““掌灯人掌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