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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加快服务集成让群众少跑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上接第1版）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二是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三是必须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四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五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六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
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
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
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
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
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
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
主义民主。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
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

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
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
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
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
载体。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
障。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
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
健全人大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监督制度，维护国家法
治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大代表工
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
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

延续冬奥激情延续冬奥激情 放飞冰雪梦想放飞冰雪梦想
——写在“十四冬”开幕之际

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北国风光，银装素裹。17日，第
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呼伦贝
尔草原上开幕。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梦想照进现
实，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刻下深厚的东
方印记。如今，冰雪激情飞扬在中华
大地上，民众乐享“十四冬”，开启中
国冰雪运动发展的新篇章。

家国同梦，华夏同心。冰雪竞技
水平攀升，冰雪产业快速成长，冰雪
火炬“传”进千家万户……我国冰雪
运动的跨越式发展，正在为建设体育
强国、健康中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竞技接轨赶超 冰雪激发信心
2月 14日，“十四冬”乌兰察布市

凉城赛区传出阵阵欢呼声。在当日
举行的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双追逐
比赛中，重庆队的王强以显著优势夺
得金牌。

为备战“十四冬”，王强于去年9月
赴挪威集训，并通过以赛代练，和世界
顶级运动员比拼，以提升竞技水平。
在去年底举行的2023-2024赛季全国
越野滑雪锦标赛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越野滑雪资格赛中，王强获得3
块金牌，展现出强劲实力。

作为中国越野滑雪的领军人物，
2022年，王强曾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
会、越野滑雪世界杯，接连突破历史，
两度刷新中国越野滑雪的最好成绩。

2023年底，一边赶期末论文、一
边参加比赛的谷爱凌，夺得自由式滑
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崇礼站冠
军。走出赛场，她说：“今天三轮比赛
下来感觉挺好的，个别动作我都没有
在训练里练过。第一轮的动作我全
套做完了，第二轮、第三轮我选择了
再加难度，加了一点新动作。”

自信而从容，延续强势表现的谷
爱凌、王强等人，展现了我国冬季项
目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精神面貌，也
改变了外界对中国体育“夏强冬弱”

“冰强雪弱”的刻板印象。
时间拨回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中国队9金4银2铜、位列金牌榜第三
的成绩至今让人热血沸腾。

“这样一份成绩单，标志着中国
冰雪的竞技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冰雪产业专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朱承翼说，“总
体而言中国冬季体育的竞技实力和
群众基础较为薄弱。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让
我们能够加快速度朝着冰雪运动强
国的目标迈进。”

朱承翼举例说，以谷爱凌、苏翊
鸣、高亭宇为代表的新生代，是我国
冬季项目发展之路越走越宽的证明，
雪上项目屡传捷报，这是中国冰雪运
动通过跨界跨项等方式广纳人才结
出的硕果，是民间雪圈与专业竞技体
育良性互动结出的硕果。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首次
举办的冬季项目全国重大体育赛事，
也是内蒙古首次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此次“十四冬”正是与国际接轨，全
面对标冬奥会的一次生动实践。

“米兰 2026年冬奥会项目在‘十
四冬’全部设项，共设8个大项、16个
分项、176个小项。”国家体育总局竞
体司副司长丁涛介绍，为了让项目齐
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赤峰市、乌
兰察布市三地设了4个比赛场地。内
蒙古不具备比赛条件的跳台滑雪、雪
车、雪橇等项目，在北京冬奥会场地
举办。

“作为我国冬季项目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运动
会，‘十四冬’承担着‘后冬奥时代’巩
固和扩大‘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
果的任务，同时更是对米兰冬奥会赛
前的一次大规模练兵，进一步提高我
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丁涛说。

1月 14日是“十四冬”速度滑冰
（公开组）比赛的收官日，辽宁队选手
吴宇以破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男子
10000米冠军，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
的全国纪录。

“中国的长距离项目在世界赛场
上相对比较弱，但是从去年开始有了
一些起色，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
向。”吴宇说，“我今年在国家队整体
成绩的提高也是可见的，在不同的成
绩水平上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确实
有了更高的期待，将目标放在了2026
年冬奥会。”

冬奥点燃激情 冰雪全民共享
正月初五，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街头处处张灯结彩，“十四冬”的标
语、标识十分醒目，热烈的“中国红”
与“冰雪白”“冬运蓝”错落有致，互相
映衬。

前往“十四冬”主会场的冬运大
道成了“网红”打卡地，两侧14组精美
的冰雕和雪雕景观令当地群众和外
地游客流连忘返。海拉尔东山滑雪
场几乎每天爆满，成为市民的乐园。

“呼伦贝尔首次承办全国盛会，带来
的变化很大。城市越来越漂亮，参与
冰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生活方
式越来越健康。”市民朱金丽说。

“十四冬”吸引了全国 31个省区
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参赛，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
石油行业体协等，3700余名运动员将
在本届赛事亮相，创历届冬运会之
最。

大型冬季运动赛事的筹办和举
办，带动了冰雪运动热潮，为全民健
身创造了条件。2015年北京携手张
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全国居民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冰
雪运动参与率达到24.56%。

借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花样滑
冰、单板滑雪等“高冷”的冰雪运动收
获了一大批爱好者。在北京的滑冰
俱乐部，有四五岁的“冰娃”在准备表
演，也有成年人在颤颤巍巍地“学走
路”。

为了更好地普及花样滑冰，中国
花样滑冰协会降低了国家等级测试
的门槛，学习 3到 6个月即可尝试最
低级别测试，还创办了俱乐部联赛，
打通从大众普及到专业运动员培养
的上升通道。2023年举办的俱乐部
联赛报名比上年增加了3025人次；参
加花滑国家等级测试的人数也逐年
上 涨 ，2023 年 比 2021 年 增 长 了
77.94%。

将轮滑鞋改为冰刀鞋，73岁的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民张凯在这个冬天
也尝试了一把“跨界”。“我练轮滑十
几年了，但是一到冬天地面有冰霜，
就没法滑了。”他说，“‘十四冬’启发
了我们，可以换到冰场上去玩。”

张凯所在的轮滑队大部分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冬季有将近40
人走上冰雪。“现在的冰场越来越多，
我家附近的好几个公园都有室外冰
场，还有的冰场对60岁以上的老人优
惠。”张凯说，“参与冰雪运动不分年
龄，人人都能感受到乐趣。”

朱承翼说，随着冰雪运动“南展
西扩东进”战略的推进，国内冰雪运
动持续升温，开展冰雪运动的城市已
经从大中城市向小城市、乡镇延伸，
今后中小城市、乡镇地区也将成为开
展群众冰雪运动的重要力量。

截至2022年底，我国冰雪运动场
地已有 2452个，较上年增长 8.45%，
贵州、四川、云南等常年无雪的南方
地区，也通过建设室内滑雪场等方式
开展冰雪运动。

在重庆，滑雪正在成为一项热门
运动。目前重庆已建成8个室外滑雪
场，主城区内还建有两个室内滑雪
场，满足滑雪爱好者一年四季“触雪”
的需求。很多南方人对冰雪不再是

“看稀奇”，而是以运动、旅游、研学等
不同方式深度参与，南方地区也形成
了冰雪运动文化氛围。

产业热力四溢 冰雪化作动能
入冬以来，呼伦贝尔举行了冰雪

那达慕、冰雪“伊萨仁”、冷极马拉松
等系列文旅活动，共有61家A级旅游
景区、星级乡村（牧区）接待户及乡村
旅游重点村开门营业，同比增长
52.5%，一些景区首次在冬季实现运
营。

“得益于‘十四冬’的赛事活动吸
引，我们酒店相较往年，入住率提升
了20%，去年底还出现了连续好几天
满房的情况。”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
自治旗巴彦托海镇银帆商务酒店经
理金越说。随着赛事临近，前来体验
冰雪魅力的游客络绎不绝。2024春
节假期前四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
1692.47万人次，是2023年的6.35倍，
实现旅游收入119.24亿元，是2023年
的8.62倍。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各地、
各部门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支
持冰雪产业发展，让“冷资源”释放经
济“热效能”。冰雪产业发展已成为
带动新型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自2024年1月以来，哈尔滨机场
每天进出港旅客7.2万余人次，来自北
京、广州等地的航班客座率超过90%，

“尔滨”成为网络和线下的热词……
哈尔滨的“现象级”爆红，离不开当
地围绕丰富的冰雪资源做文章，提
升服务业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的努
力。

除了“尔滨”，还有阿勒泰、长白
山、呼伦贝尔……以往因为“猫冬”而
沉寂的西北、东北旅游目的地，热度
显著增长。

随着“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
愿景变成现实，体验佳、重复消费率
高的冰雪运动消费场景受到追捧，这
正是各冰雪文旅目的地客流火热的
原因之一。

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
区单日最大接待游客量达到1.4万人
次。在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
张家口市崇礼区，往返此地与北京之
间的高铁一票难求，铁路部门、民航
部门为此已加开线路班次。关于新
疆、吉林滑雪目的地的电商平台搜索
量大幅增长，“阿勒泰地区滑雪”的搜
索量同比增长超12倍。

冰雪文旅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乡
村振兴和群众就业。长白山、阿勒泰
地区滑雪场附近的边远山村，通过发
展餐饮、民宿等配套服务业，寻找到
致富增收的新路径。雪场、酒店等新
增的用工需求，也为当地带来了大量
就业岗位。仅吉林市的一个大型雪
场，在雪季就能提供2000多个岗位；在
阿勒泰地区的可可托海滑雪场附近，
当地牧民或在考取滑雪教练资格证后
应聘到雪场任教，或从事造雪等后勤
工作，有的人月收入超过 1万元……
人民群众从冰雪产业发展中获得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闭幕近
两年后的今天，往返京张两地的高铁
依然繁忙地运送着滑雪者和游客。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等
北京冬奥会设施现已对外营业，群众
可亲身体验冬奥“同款”赛道，雪季期
间日均吸引数千人“打卡”。位于北
京市区的世界首个永久性滑雪大跳
台设施——“雪飞天”，在2023年再次
迎来了滑雪世界杯赛事……

随着冰雪运动相关科研、自主知
识产权产品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冰雪
装备国产化率显著提升，河北张家
口、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发展起造雪、
缆车等滑雪场设施制造业。我国企
业在滑雪机、旱雪模拟训练设施的研
发和制造领域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
领先，不仅满足了国内滑雪培训市场
的激增需求，还向欧美等冰雪运动先
发地区输出产品。而在冰雪相关的
轻工业领域，一些过去为欧美厂家代
工生产的企业，开始涉足产业链的上
游，不仅深度参与国外品牌的设计和
生产，甚至推动了原创品牌的诞生。

不仅“硬件”上的冬奥遗产正为
冰雪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强基石，“软
件”方面，在冬奥会经历过高标准历
练的场地运营、安全巡逻、医疗急救
等人才，也在冬奥会后向各地开枝散
叶，将世界一流的运营管理经验注入
群众身边的冰雪设施之中。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5日电 记
者刘伟、王靖、卢星吉、魏婧宇参与采
写：林德韧、王春燕）

2 月 15 日，天
津队选手刘少林
（前）在“十四冬”短
道速滑（公开组）男
子 1500 米四分之
一决赛中。最终，
他顺利晋级。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河北队选手许一凡在“十四
冬”群众速度滑冰比赛 4X200 米
混合接力比赛中（2024 年 1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 姜
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将
加大政务服务集成、加快落实“一件
事”事项清单，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
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企业群众
诉求“一线应答”，努力让企业群众少
跑腿、简材料、减时限。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关于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
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退休“一件
事”等人社部门服务事项，被列入
2024年重点事项清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副主
任丛向群表示，将认真落实国务院部
署要求，用“一件事”推动政务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和企

业办事。
“我们将充分发挥全国人社政务

服务平台和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的支撑作用，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
项全国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指导
各省份加快建成一体化信息平台，推
进业务联动、数据共享、一体化办理。”
丛向群说。

她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快社保卡
居民服务“一卡通”平台数字化升级，
推动实现全业务、跨部门、跨地区用
卡，不断拓展社保卡在就医购药、交
通出行、文化体验等领域的应用范
围；借助银行、邮局、基层平台等下沉
服务，不断拓展人社便民服务圈功
能，实现更多的服务就近办、多点办、
提速办。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1月26日至2月14日，春运40
天时间过半，前20天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 2.3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

数据显示，2月 14日全国铁路发
送旅客 1424.5万人次，创春运单日旅
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月15日正月初
六，客流持续向上攀升，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1520万人次，安排加开旅客
列车1284列。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春
节假期进入后半程，铁路返程客流强
劲增长。从铁路 12306 预售票情况
看，2月15日，北京、广州、成都、西安、
重庆、武汉、上海、南京、杭州、郑州等

城市出发客流较多，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重庆、郑
州等城市到达客流较多。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
高峰，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加大站车服
务力度，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在太原、沈阳、
哈尔滨、长春、郑州、西安、青岛、济南、
德州等方向增开旅客列车 156列；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增开郑州东至
洛阳龙门、南阳东、沈丘东等管内热门
区间旅客列车23列，对郑州东至新郑
机场、周口东、邓州东等地的动车组列
车重联运行；中国铁路太原、上海、乌
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为老弱病残孕等特
殊重点旅客提供辅助器材和爱心服
务，帮助出行困难的旅客顺畅返程。

春运过半全国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2.3亿人次

多措并举助力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就业
2月15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返岗务工

人员在榕江站广场等待进站，准备乘坐返岗务工专列。
春节假期期间，各地及早谋划，通过组织包车或专列、提供自

驾补助等形式，做好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就业的服务保障工作。
■新华社发（张贵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