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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5日向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是国家的
希望、民族的未来。海峡两岸青
年发展论坛为两岸青年交流交
心、互学互鉴提供了重要平台。
希望更多两岸青年通过论坛成为
同心同行、携手打拼的好朋友好
伙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不断贡献
青春力量。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夙
愿。两岸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
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
无比光明。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
陆追梦、筑梦、圆梦。希望两岸青
年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
维护国家统一，勇担时代重任，坚
定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
把两岸关系发展的前途命运牢牢掌
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
坛以“同心合力迎亚运，携手共
绘新蓝图”为主题，15日在浙江
杭州举办论坛开幕会暨主论坛。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
月15日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东北
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向全校师生员工、
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东北大学自成立

以来，始终以育人兴邦为使命，形成了鲜
明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
家、为民族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
东北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弘扬爱
国主义光荣传统，坚持立德树人，继续改

革创新，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
才，做强优势学科，不断推出高水平科研
成果，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东北大学创办于1923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该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东北
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东北大学全
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
年办学实践，表示将抓住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提供的重要机遇，为建设国家、报效
桑梓积极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
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欧
班列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欧班列开行
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搭
建了沿线经贸合作新平台，有力
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
国将继续同各方一道，秉承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推动中欧班列朝着

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
方向发展，为促进全球经济发
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主题
为“深化互联互通 促进合作共
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
输部、海关总署、国家铁路集团
和江苏、内蒙古、黑龙江、河
南、重庆、四川、陕西、新疆等
省区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日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樊 宇
近段时间，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跟约

好了似的，歪曲编造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负
面新闻，步调一致地“唱衰中国”。这轮唱
衰配合着所谓“去风险”的论调而起，意
在误导世界，动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把
中国塑造为世界经济“风险之源”，破坏中
国与各国的合作关系，说到底仍是过去几
十年来多次出现并最终被事实反复打脸的
所谓“中国崩溃论”闹剧的延续。当然，
这次的结局也不会例外。

历史上，这种泼脏水反被打脸的例子
不少。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经
济的巨龙封面很唬人，标题惊呼“中国经
济见顶了”。同样的巨龙形象曾出现在2002
年6月15日期特别增刊，标题是“喘不上气
的中国龙”。该刊物当时预言，中国经济增
长在十年内将大幅放缓。然而接下来十年
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5%，远
超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

沦为笑柄的还有所谓“中国崩溃论”
专业户、美国华人学者章家敦，当年他预
测中国经济“崩溃”的时间甚至精确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绝不会是之
后”。预言被事实打脸后，他又一再调整所
谓“崩溃时间表”，然而事实不迁就任何偏
见，摩根士丹利亚洲名誉主席杰克·沃兹

沃思对他的判断早已下了结论：“你的‘中
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2012年12
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将章家敦
的所谓“中国崩溃论”列入当年十个最糟
糕的预测，一同上榜的还有“2012世界末
日”预言……

再来看看今天的剧本。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增速
只有1.8%，英国增速只有0.4%，德国经济
将萎缩0.3%……中国的经济表现是：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世界银行、经合组
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预测2023年中
国经济将增长5.6%、5.4%和5.2%。这放在
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是相当不错的成
绩，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
头羊”“发动机”。但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却
罔顾事实，肆意炒作，唱衰中国经济。实
际上它们并非不懂经济，而是别有用心。

媒体和政客轮番上阵，拿中国经济短
期波动数据做文章，以点概面，言过其
实，在专业期刊上干着最不专业的事情。
他们急切切贩卖焦虑，假惺惺把脉开方，
就是想散布一种“中国经济不行了”的悲
观论调，企图瓦解民众对中国经济前景的
信心，影响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打
击中国经济预期，破坏中国经济运行，阻

滞中国发展进程。德国《焦点》周刊近日
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两倍，中
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中国的创新力在增
强……一系列确凿事实表明，所谓“中国
崩盘”纯属妄想。

从所谓“产能过剩论”“债务危机论”
到“经济失速论”“中国崩溃论”，他们执着
于渲染中国经济的各种利空，用“山雨欲
来”形容中国当下经济。英国“尖刺在
线”网站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后，随着能
源短缺和俄乌冲突，西方国家深陷经济政
治泥潭，这些人炒作中国悲观论，是想从
唱衰中国中得到“些许安慰”。然而给中国
经济“吹阴风”并不能解决自身问题。美
国信用评级被下调，高通胀困扰仍在，经
济正处于“避免经济衰退的、非常狭窄的
小路”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文
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经济为“定
时炸弹”，他的话倒像是在说美国自己。

最近，西方政客又故作担忧地抛出
“中国经济放缓波及亚洲邻国”论调，试图
挑拨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国与
地区邻国形成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和东盟的经贸
往来不断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红利逐步释放。美国却在推销所谓

“印太战略”，制造政治对立与经济分裂。美

国的心机谁还猜不透呢？
中国经济长期在爬坡过坎中前进，经

济发展既有长期笃定的追求，也在识变、
应变、求变中调整。这几年，各国经济恢
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疫情“疤痕效应”，在
进入平稳恢复阶段之前出现波动是普遍特
征。中国经济恢复也是一个波浪式发展、
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中国政府有效利用充
裕的政策空间，为应对短期波动出台针对
性措施，同时基于长远谋划培育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二季度
以来，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
机构纷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今
年前8个月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3.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9.4%……在世界经济波动下行、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持续
恢复中展现韧性与活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目前面临的国
内外经济复杂形势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回
升向好更是客观事实。全球化时代，各国
应同舟共济。唱衰别人不会使自己更好，
更干扰不了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进程。事
实面前，“中国经济崩溃论”注定再度崩
溃。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习近平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

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
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第六届海峡两岸
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中欧班列
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中国经济崩溃论”注定再度崩溃
——中国经济“放眼量”系列评论之一

9月17日12时1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九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上接01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
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
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
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
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文章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
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
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
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第
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
题。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
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
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
有人。第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

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第三，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把服务高质
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
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
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
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第四，
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教育发展
活力。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
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第五，增强我
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要完善教
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

“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
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
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第六，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要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
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
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文章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
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坚持
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
育领导体制。要坚定信心、久久
为功，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
而共同努力。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据新华社杭州 9月 17 日电
（记者 夏 亮 冯 源） 杭州第19
届亚运会开幕式将改“实物烟
花”为“数字烟花”，以此传递绿
色环保理念，这是开幕式主创人
员17日下午向媒体披露的。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
总制作人沙晓岚介绍说，杭州亚
运会秉持“简约、安全、精彩”
的原则，将在开幕式这一全球聚

焦的时刻，传递绿色环保的理
念，这是改用“数字烟花”的原
因。“取消烟火燃放，我们下了很
大的决心，因为只要燃放烟花，
空中就一定会有烟尘、粉尘。”沙
晓岚表示，通过数字科技，开幕
式也能将灿烂的烟花呈现在现场
观众和电视观众面前，特别是对
电视观众而言，数字烟花的效果
不亚于真实烟花。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将以数字烟花传递绿色环保理念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残疾人事业是

“春天的事业”。
一句句深情话语、一次次亲切鼓励，

传递着春风拂面般的温暖；一个个暖心举
动、一项项帮扶举措，恰似绵绵春雨，让
广大残疾人心田滋润、满怀希望。

春风拂面般的温暖：“对残
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2019年5月16日，人民大会堂，第六次
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召开，习
近平总书记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

队伍前排，一位身着军装、眼睛上蒙着
厚厚纱布的年轻人站得笔直。他叫杜富国，
在2018年10月一次排雷任务中，不幸失去
双手双眼。

尽管眼前漆黑，杜富国仍能清晰感觉到
总书记走到了他的身边。

“主席好！”杜富国声音洪亮，伸出残缺
的右臂敬了一个特殊的军礼。总书记左手
握住杜富国的手肘，右手轻拍他的肩膀。

暖意融融，大爱无言。
两个多月后，杜富国获颁“排雷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授予荣誉
称号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将英模奖
章挂在杜富国胸前，还仔细整理了绶带。“把
身体养好。”总书记叮咛。

这两次会面，距离杜富国身体残疾不过
半年多。总书记给予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
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细微之处见真情。这种真情，始终如
一。

当年，梁家河有个孩子叫灵娃，智力上
稍有缺陷，有时会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人欺
负。

灵娃妈总担心孩子惹事。没想到，北京
来的知青习近平一直对灵娃很和气，始终笑
眯眯对待这个孩子。有时，灵娃抢了他的东
西，他也从不生气。

“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愉
快自如多了。”一同下乡的知青回忆道，习近
平同志回北京上大学，灵娃爸妈“哭得最伤
心”“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

1993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从福建回梁
家河看望乡亲们，得知灵娃生活困难，还专门
留了钱。

真心换真情。
1975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梁家河

那天，行动不便的残疾村民石玉兵拄着双拐，
一步一步挪过来话别。习近平同志一眼就
在人群里看见了石玉兵，马上抢上前去，拉住
他的手，眼里蓄满泪水。

从黄土地一路走来，对残疾人群众的关
爱历久弥深。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得知仓山区
上渡街道有一位病退的残疾职工林孔香，妻
子患病致残，18岁的女儿有智力障碍，一家
人生活很艰难，便与区里有关负责人商量，由
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林孔香，
让他经营食杂店，并为他办理了相关补助。

“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
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习近平同志说。

这样的“特别关心”和“雪中送炭”，在习
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中屡见不鲜。

主政福州，习近平同志以“马上就办”的
工作作风，现场办公做接访工作，为前来求助
的一位七旬老人协调了生活补贴，并请福利
院妥善安置她两个视力残疾的孩子；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一年春节前，
习近平同志到衢州看望困难群众，尽管日程
安排很紧，行程需要精简，仍特别提出“残疾
人家庭不要落下”；

在上海工作，习近平同志到市儿童福利
院看望孤残儿童，知道孩子们行动不便，多次
蹲下来同孩子们说话，耐心地看孩子们画画、
表演唱歌跳舞、打乒乓球；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
沿着崎岖山路，走进山西吕梁山深处的赵家
洼村，为独自养活残疾孙子孙女的王三女送
去米、面、油，并叮嘱当地干部安排好孩子的
特殊教育……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这份“格外”的爱，在习
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

春雨绵绵般的润泽：“维
护残疾人尊严、保障残疾人权
利、增进残疾人福祉”

时隔三十多年，福建省闽清县残联副理
事长黄道亮回忆起习校长对他的关爱，仍是
激动不已。

黄道亮年幼时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
但他重新振作起来，学会用脚写字，一路读完
小学、初中、高中。然而尽管连续两次高考分
数都达到大专线，却没有学校愿意录取他。

1990年，黄道亮第三次参加高考。担心
孩子愿望再次落空的父亲给闽江职业大学
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求学故事。
当时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兼任闽江
职业大学校长。在他的关心协调下，黄道亮
终于迈进校门，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臂大学
生。

“感谢学校当年录取了我，给了我无比
珍贵的大学生活，让我获得新的生命。”黄道
亮说。

感谢，化作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大
学毕业后，黄道亮回到闽清县，成为一名残联
工作人员，奔走在一线，坚持入户为残疾人服
务，多方呼吁全社会关注、帮扶残疾人。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残疾人应与健全人一
样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在同
一片蓝天下幸福生活。

无障碍环境建设，正是残疾人平等、充
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保障。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听取基层
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
建议。会上，杨淑亭作为残疾人创业者代表
发言，提出了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等建
议。

杨淑亭至今清晰记得，自己发言时，习
近平总书记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在本上记
录。“你提到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是一个
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对杨淑亭说。

因为这次经历，杨淑亭对无障碍环境建
设的关注更多了。她成了家乡的无障碍体
验员，为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维护提出自

己的意见建议。
2023年6月，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

设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
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这部法律字字句句都浸润着总书记和
党中央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我
相信，随着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不断发展，会有
更多人摆脱身体残疾带来的束缚，更安全便
捷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杨淑亭说。

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保障残
疾人权利的题中之义。

写完电影讲解稿的又一个段落，已经是
半夜12点多，杜诚诚这才收拾好桌面，为一
天的工作画下句号。

今年37岁的杜诚诚，是武汉市青山区的
一名“盲人电影专场”讲解员，也是一名重度
肢残人士。

“说”电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部
电影的讲解词，往往要花上1到3个月的时
间准备。不能久坐的杜诚诚常常趴在床上
写作，累了就换个姿势，但她乐此不疲。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青
山区青和居社区考察时见到了杜诚诚。见
到坐在轮椅上的杜诚诚，总书记走上前俯下
身，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夸奖她的工作“是一
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临走时，总书记还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你’，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杜诚诚说，

“总书记觉得我的工作有意义，是因为他深深
懂得残疾人的需求。”

“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
其中，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这样强调。

践行总书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
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的
号召，更多善意爱心汇聚，为包括残疾儿童在
内的特殊困难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落实总书记作出的“关心关爱精神障碍
人员”的指示，各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
合行动持续开展；

将总书记对中国残奥运动员“神勇”的
夸赞牢记在心，越来越多残疾人勇于突破、挑
战自我，充分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党的二十
大描绘的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图景中，残疾人
事业这一笔，浓墨重彩。

春光明媚般的希望：“努力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熟练打开手机上的唱歌软件，河北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截瘫休养员姚翠芹又一
次唱起这首自己最爱的歌。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唐山
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在
疗养院的阳光房里，伴着二胡乐曲，姚翠芹唱
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曲歌罢，总书记
带头鼓掌。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鼓励：“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
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姚翠芹和其他截瘫
休养员们都铆足了劲把日子过精彩。

曾为总书记朗诵原创诗词的杨玉芳，自
学掌握了配钥匙技能，为附近社区居民带来
便利，空闲时坚持诗歌创作；也在现场聆听了
总书记鼓励的李冬梅，重拾年轻时的竞技梦
想，在河北省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

只有残缺的身体，没有残缺的人生。
这是一个热烈又安静的课堂——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讲

台上，美容美发课教师王雅妮耐心地为同学
们讲解，学生不时举手提问。与一般的课堂
不同的是，师生间的交流，都是通过手语进行
的。

成为一名教师是王雅妮从小的梦想，点
亮这一梦想的是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她
的那次会面。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住在这里的孩
子。王雅妮正是其中一个。

总书记鼓励王雅妮好好学习、学业有
成。小雅妮情不自禁伸出右手弯了弯大拇
指，向总书记“说”谢谢。总书记也伸出手作
了同样的动作，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习爷爷的鼓励让王雅妮有了坚持学习
的不竭动力。如今，走上讲台的王雅妮，开始
帮助更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现在，‘好好学
习、学业有成’成了我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
话，习爷爷当年的期许也成了我如今工作的
追求。”

汇聚逐梦力量，激发奋进精神。
2022年4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
到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正像一位视障运
动员在赛场上所说：‘我看不清世界，但我想
让世界看到我。’”

在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中国残奥越
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动员王跃，内心无比激
动。这句话，正是王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过的。

北京冬残奥会结束后，王跃经过简单休
整，又开始为新一轮比赛做准备：“我要用自
己的勤奋和努力，不断提高竞技水平，让世界
看到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风采。”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也是包括残
疾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
民张顺东、李国秀夫妻两个人只有一只手、两
只脚。但两人不等不靠不要，相互依偎着前
行，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
我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做。”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
到了张顺东的这句话，为广大脱贫群众自立
自强的信心勇气点赞。

如今，这对脱贫路上的奋斗者成了乡村
振兴的“领头羊”。夫妻二人不仅种粮、养殖
样样干得风生水起，张顺东还成了村里的残
疾人联络员，奔走于各家各户，忙着为大伙儿
谋富裕。

在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家里，有一面写有
“永远跟党走”5个大字的红旗。这是没有双
手的李国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脚绣的。

这一针一线，绣出的是这一对“手足夫
妻”向习近平总书记表达的真切心声，更代表
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约8500万残疾人对
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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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爱残疾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