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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改革征程再响号角，伟大时代又启新篇。
连日来，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真

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倍感振奋。
从首都到边疆，从高校院所到创新一线，大
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
扬的斗志，奋力书写改革新答卷，为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事业阔步向前作出更大贡献。

新起点，再次发出动员令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新篇。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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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
动。”仔细研读全会公报和《决定》，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王虎学表示，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习
好、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全会精神，牢
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在
聚焦问题中“深学”，在解答问题中“笃
用”，努力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
化建设能力挺膺担当、贡献力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
期。

“如期完成强国建设目标，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
力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
院院长陈方若表示，改革将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深
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将学术创新与改革实
践紧密结合，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产业
升级提供真知灼见。

东北黑土地上，此时正是绿野千里、稻
浪滚滚。刚从基层调研回来的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原院长韩贵清第一时间学习了全会精
神，他表示，改革持续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蛋糕”做大，让农民心里“托底”，进一步
加强粮食稳产保供。未来还要继续通过改革
端稳中国饭碗，帮助更多农民在现代化的道
路上共同前进。

浙江温州瑞安市马屿供电所博士服务站
培育了一批电力科技人才，在数字化牵引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等工作中得到当地群众的赞誉。

博士服务站负责人周金辉表示，将学深
悟透全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

劲头、“干”的作风，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更精深的专业能力投身
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不久前，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
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不断刷新的月球探索新高度，彰显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力度。20
年来，探月工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聚力量不懈攻坚，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航天壮举。”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激情满怀，“新起点上，我
们将不畏艰难挑战，勇攀高峰脚步不停，奔赴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明方向，只争朝夕促落实

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了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绘就了恢宏而又具体的改
革蓝图。

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
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中科创星创始合伙
人米磊格外关注全会《决定》里关于创新赛道的改革红利。

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的“科研人”到硬科技“创业人”，米磊干劲
充足：“我们要抓住时代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间实验室内灯火通明，研究生
院副院长姚华建正带领学生进行地震波成像研究。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
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是该校研究生院近年来一项重点探索。

“我们将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重大项目，不断破解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添砖加瓦。”姚华建说。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一级律师、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会长魏青松表示，在落实改革举措的过程中，将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踊跃
贡献专业力量。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在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夕阳红休养中心，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2020

届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王韶颖正在指导照护员开展认知
症非药物干预照料实践。全会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让王韶颖深受鼓舞：“改革的蓝图，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扎实
苦干，才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扎根新疆50余载，义务巡诊走遍天山南北，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
外科主任医师庄仕华见证了这些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巨变。“更方
便地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庄仕华说，“沿着全
会指引的改革方向，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努力，我们有信心守护好各族群
众的健康幸福。”

聚力量，接续奋斗写新篇

“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
改革任务。”时间表已定，5年倒计时，改革压茬推进。

在北京交通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学院，党委书记闻映红带领教师队伍
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全会公报和《决定》求真务实，传递出将改革进行
到底的坚定决心，我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闻映红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深入多个乡村，开展“艺术乡建”“美育课堂”，中国美术学院研究

生熊峻苓将所学融入志愿服务。
“文化艺术不仅是美的追求，更是服务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力量。”熊峻苓说，要扎实学习专业本领，把青春奋斗融入改革事业，
让艺术作品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作出一份贡献。

西南大山，夏日炎炎。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里，贵州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博士生余江洪正在做植物调查。

“用扎实的野外基础数据来揭示自然奥秘，用严谨的实地科学研究来
守护生态环境。”余江洪立下目标，“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建
设‘美丽中国’不断奋斗。”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我们青年一代建功立业提供更丰富的机会、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生刘黎明正在向
三维体视频的生成与传输这一跨学科领域发起挑战，“我会沿着全会精神
的指引，立足专业不断深入学习研究，面向国家和人民需要奋力创新，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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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记者 李 嘉 周 欣 乔本
孝）中国跳水“梦之队”27
日在巴黎奥运会上顺利取得

“开门红”！中国组合昌雅妮
和陈艺文在女子双人3米板
决赛中稳稳夺金，这也是中
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的第
二枚金牌。

两位姑娘虽然都是首次
参加奥运会，但表现得举重
若轻，她们在全部八对组合
中率先出场，五轮比赛全程
领先，最后以 337.68 分夺
冠，领先亚军、美国组合培
根/库克23.04分。第三名是
英国选手哈珀/米尤-詹森，
得分是302.28分。两人夺冠
后紧紧拥抱。“熬出头了！”
陈艺文这样抒发当时自己的
心情。

“我不会想太多这是奥
运会，注意力在自己和她
（队友） 的节奏上，相对还

是平常心。肯定有点紧张，
但脑子挺清晰。”25岁的陈
艺文说。她比昌雅妮大两岁
多。“这几年我们都挺不容
易的，因为我们无论是体重
上还是技术上，其实风格相
差还是有点大的，然后大家
做了很多努力去把双人配
齐。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个
人技术都稍微差一点点的时
候，也一直在扶持着对方，
就感觉在这么特殊的时刻，
也有昌雅妮陪着，挺感慨
的。”

双人跳水在 2000 年悉
尼奥运会上正式设项，从
2004 年雅典奥运会至今，

“梦之队”从未让这个项目
的金牌旁落，郭晶晶、吴敏
霞、何姿、施廷懋等都曾是
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昌雅妮
和陈艺文在巴黎接过了前辈
的大旗，为中国跳水队续写
辉煌。事实上，这两人自配

对后，在世界大赛中还从未
输过，是三届世锦赛冠军。

奥运“四金王”施廷懋
说：“今天陈艺文和昌雅妮
能拿下来中国跳水第一金非
常不容易，对年轻运动员也
是历练。她们在备战过程中
也是非常艰难，昌雅妮克服
了伤病等问题，今天顶住了
压力非常好地发挥了自己的
水平，极大地振奋了跳水队
的精神。”

22岁的昌雅妮笑起来非
常甜美，她说：“感谢前辈
们打下来的江山，我们也会
继续努力。”

昌雅妮表示，很多前辈
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和鼓励了
她们。她在今年3月受肩伤
影响缺席了世界杯，与陈艺
文练习双人的时间也减少了
很多，但两人仍然保持着极
高的默契度。“我们情绪上
更多互相鼓励，训练上各自

完善各自的技术，我们只要
做好自己的动作，配合起来
问题不是很大。”昌雅妮
说，在比赛中，两人通常只
需要眼神对视。

“我看她一眼，她就知

道我想干什么。”陈艺文说。
两人接下来还将出战女

子单人三米板，从搭档变成
对手，她们都表示，谁赢都
开心，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水
平就好。

“梦之队”开门红

昌雅妮陈艺文女子双人三米板夺金

据新华社巴黎 7月 28
日电 （记者 林 德 韧 王
梦）在28日进行的巴黎奥运
会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
中，中国选手谢瑜以240.9

环的成绩
夺 得 冠
军，这是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
拿到的第三枚金牌。

意 大 利 选 手 费 德 里
科·马尔蒂尼和保罗·蒙纳
分获银牌和铜牌。

男子10米气手枪一直是
中国射击队的优势项目，许
海峰、王义夫等名将都曾在
这个项目上创造过辉煌。然
而，自 2008年庞伟在家门

口夺金后，中国
队一直未能再次
获得该项目的奥
运冠军。本届奥

运会，射击项目的规则有所
变化，大部分小项的资格赛
和决赛并不在同一天进行，
这也给选手们提出了更大的
挑战。在27日进行的资格赛
中，谢瑜打出579环，排名
第六进入决赛。

资格赛结束后，谢瑜经
历了一个状态调整的过程。

“昨天晚上睡不着很难熬，
睡了几个钟头不知道，反正
就是感觉刚睡着闹钟就响
了。”谢瑜说。

决赛开始后，谢瑜状态

出色，5枪后排名第二，10
枪后排名第三。进入淘汰阶
段，谢瑜越打越出色，逐渐
抹平了与头名的差距。进入
到奖牌争夺阶段，此前领先
的马尔蒂尼和蒙纳先后打出
10环以下的低环数，状态稳
定的谢瑜一跃升至第一。

最后一枪前，谢瑜领先
马尔蒂尼0.4环，占据优势。
最后一发子弹，马尔蒂尼率
先击发，打出9.5环，谢瑜打

出10.0环，最终收获冠军。
“过程很艰难，结果很

甜。”谢瑜赛后说。他表
示，最关键的是自我认知比
较到位，对这种很紧张、很
慌的情况下的自我调节做得
比较好。

今年24岁的谢瑜来自贵
州，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
前，他曾在 2023 年射击世
锦赛和 2024年射击世界杯
分站赛上拿到过冠军。

时隔16年
谢瑜为中国队再夺男子10米气手枪奥运金牌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记者 林德韧 王 梦） 在
27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
上，中国选手黄雨婷/盛李豪
以16∶12击败韩国组合金智
贤/朴是晙，摘得本届奥运会
首枚金牌，把中国射击队40
年来的“首金传统”再次发
扬光大。

奥运会之前，黄雨婷和
盛李豪的组合在各项大赛中
可谓所向披靡。两人曾携手
拿到 2023 年射击世锦赛金
牌，并成功在杭州亚运会上
夺冠。在 2024 年的两站射
击世界杯分站赛上，他们也
连续挫败各路好手，成为本
届奥运会该项目的最大夺冠
热门。

比赛在沙托鲁射击中心
举行，资格赛于上午9点开
始。各自30枪过后，黄雨婷
和盛李豪打出632.2 环的总
成绩，排名第一，顺利进入
金牌赛。

金牌赛中，黄雨婷/盛李
豪开局不利，第一轮不敌对
手以0∶2落后。在被动局面
下，中国小将迅速调整，连

下三轮以6∶2反超。此后，
综合实力强于对手的中国组
合稳定输出，一路将比分扩
大到 14∶ 8，率先拿到赛
点。面对绝境，韩国组合顽

强冷静，一路追至12∶14。
关键时刻，中国组合再没有
手软，打出21.5环，力压对
手的21.1环，将比分定格为
16∶12。

获得个人首枚奥运会金
牌后，即将迎来18岁生日的
黄雨婷表示：“这枚奖牌是
我很长一段时间备战生活的
一个结果，当然也是一个新

的开始。马上满18岁了，自
己希望依然能够不忘初心，
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完成好每天的训练。”

盛李豪是第二次参加奥
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他
拿到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项
目银牌，以16岁233天的年
龄成为了奥运会射击项目历
史上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
如今他在巴黎收获了职业生
涯首枚奥运会金牌。

40年前，在洛杉矶奥运
会上，男子手枪选手许海峰
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此后，女子步枪选
手杜丽、易思玲和杨倩曾先
后拿到过奥运会首金。

对于射击队的“首金传
统”，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
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炼
表示：“我们现在看待奥运
金牌的感受，跟几十年前大
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国家发
展的成就。中国射击运动员
有今天这样的自信和豁达，
也是新时代带给他们的。”

本场比赛结束后，黄雨
婷和盛李豪还将参加个人项
目比赛。

发扬中国射击“首金传统”

黄雨婷盛李豪巴黎奥运力拔头筹

7月27日，中国选手黄雨婷（左）/盛李豪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7月27日，中国选手昌雅妮（前）/陈艺文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明 摄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谢
瑜
在
赛
后
庆
祝
夺
冠
。

新
华
社
记
者

赵
丁
喆

摄

7月28日，安琦轩（左）在比赛中。
当日，在巴黎荣军院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射箭女子团体金

牌决赛中，由安琦轩、杨晓蕾和李佳蔓组成的中国队4比5
负于韩国队，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射箭女子团体

中国队获得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