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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组

织编写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

论述》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分专题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核心内容、时

代内涵和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重

视体育发展，围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推

动体育改革创新发展、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提高竞技体育为

国争光能力、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

中外体育人文交流、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推动冰雪运动全面发展、开展反兴奋

剂斗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和纲领性，是新时

代推动体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2月4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冬奥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月3日向国际奥委会第139次全会开幕式发

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各位

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新春佳节相聚“双奥

之城”北京并召开国际奥委会第139次全会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多重挑战。

国际奥委会领导奥林匹克运动，勇毅向

前，为推动全球共克时艰、团结合作发挥

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感谢国际奥委会

长期以来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为中国申办和筹办北京冬奥会给予大

力支持和指导。

　　习近平强调，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

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

追求者、行动派。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

成功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了区

域发展、生态建设、绿色创新、人民生活改

善，为全球冰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

　　习近平指出，北京冬奥会明晚就要开幕

了，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中方将

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

运盛会，践行“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

第二十四届冬奥会开幕式4日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冬奥会开幕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出版发行

□ 本报编辑部

　　

　　风和日暖山水醒，春到人间草木生。

　　今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也是中

国农历“立春”时节。我们与全世界共襄冰

雪 奥运盛举，同迎百草回芽、生机勃勃的

春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新

冠肺炎疫情叠加，北京冬奥会如约而至，展

现了中国兑现庄严承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体现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和伟大成就，

更彰显中国有信心同世界各国一道，践行“更

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同心筑梦，凝心聚力，携手迈向一个和平、更

美好未来的真诚愿景。

一

　　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伟大历程中，体育

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中国人的

奥运梦想开启于一百多年前的“奥运三问”：

中国人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运

动员何时能获得一块奥运会奖牌？中国何时

能举办一届奥运会？

　　民族复兴的征途上，追求奥运梦想的脚

步从未停歇。2008年，我们以一届“无与伦比”

的北京奥运会惊艳于世。“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北京奥运会生动诠释了开放的中国

拥抱世界的时代内涵，对于促进奥林匹克运

动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北

京奥运会的理念和行动得到世界的广泛

赞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从全局和战略

高度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将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5年后，2013年11

月，中国以北京市名义向国际奥委会申办

2022年冬奥会。2015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28

次全会投票决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

给北京。中国成为第9个既举办夏奥会也举办

冬奥会的国家，北京则成为全球首个“双奥”

之城。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可以

促进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缺项、强弱

项，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

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

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

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

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认真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

放办奥、廉洁办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

筹办任务，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成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向祖国人民、向

国际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如期举办的

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的筹办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以重信守诺的责

任担当，秉持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

彩”的奥运盛会的目标，积极落实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

行比赛筹办：从设施先进的冬奥场馆到无微

不至的志愿服务、从有序的场馆运行到周密

的疫情防控、从生态环境保护到赛事服务组

织、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可持续性计划……凭

借“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精神，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的态度，中国为奥林匹克办赛标准

树立了新标杆。

　　北京冬奥会筹办开启了中国冰雪运动的

美好未来，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对奥林匹克运

动的热情、对冰雪运动的向往，从东到西，由

北至南，冰场雪场越来越多，冰雪知识越来越

普及，冬季运动的种子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

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

景，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历史悠

久的北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开放的中国与

世界“一起向未来”。

二

　　如同体育运动离不开规则，北京冬奥会

筹办更需要“法治”这个最大的规则来保障。

如何保护奥林匹克标志、如何确保赛事公平、

如何实现冬奥筹办工作规范化、如何动员全

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筹办……这一切归根到

底要由法治作答。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我国对《奥林匹

克标志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奥林匹

克标志专有权的权利主体，增加了对残奥会

有关标志保护的内容，保护对象涵盖了在境

内举办的所有奥运会涉及的奥林匹克标

志……修订后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提

供了更高水平的保护，体现出我国尊重规则、

信守承诺、负责担当的大国形象。

　　针对体育运动中最受关注的反兴奋剂问

题，我国不断加强反兴奋剂立法工作。2020年

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与

兴奋剂有关的罪名，兴奋剂违法行为正式“入

刑”。这是中国在反兴奋剂斗争中迈出的意义

深远的重要一步，为严厉打击兴奋剂犯罪、确

保包括北京冬奥会在内的各类体育赛事公平

公正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国家各有关部门结合北京冬奥会筹办需

要，制定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国家知识产

权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订《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专项行动方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出台《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执法和司法方面

不断完善涉奥执法、司法程序，建立健全了跨地

区协调协作机制、涉奥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等。

　　作为主要举办地，北京完成12项相关立

法，推动做好冬奥志愿服务、医疗急救、疫情

防控、无障碍环境和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等各

项工作。京津冀积极开展协同立法，为“绿色

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贡献法治力量。

2020年1月，京津冀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

同步起草、同步调研、同步审议、同步制定的

区域协同立法。

　　北京冬奥会筹办推动了我国体育改革发

展的顶层设计和体育法治建设。《全民健身计

划（2021-2025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等文件印发，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

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

健康需求以及“十四五”体育改革发展、体育

强国建设等工作作出部署。《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着力减轻课业负担，让体育成为学

生们的生活方式，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打下坚实基础。2021年，体育法修订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此次修订是体育法自1995年颁布施行

以来的首次大修，聚焦解决体育事业发展中

的突出问题，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向国际奥委会第139次
全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2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奥委会第139次全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共襄冰雪奥运 同迎百草回芽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

  2月3日，北京冬奥

会火炬在北京延庆八达

岭长城传递。北京2022

年冬奥会将于2月4日开

幕。图为火炬手陈雨菲

在火炬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  

张豪夫 摄  

□ 新华社记者 周杰 苏斌 汪涌 杨帆

　　中华大地即将再次迎来奥林匹克主火炬点燃的神

圣时刻，全世界运动员将相聚在五环旗下，在“更快、更

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感召下，追求卓

越荣耀，展现运动之美。北京即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

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在奥林匹克

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

未来”，是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携手共创未来的时代之

音，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奥林匹克运动领

域的生动诠释。

　　不以胜负论英雄，同时英雄就要敢

于争先、敢于争第一———

  围绕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的英雄观、胜负观指引和激励中国体育

健儿创佳绩、展形象

　　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

　　“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专项

体能训练馆内，总书记动情的一番话，让大家心潮

澎湃。

　　2013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时指出，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还可

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团结、友谊、和平的

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亲切

看望参加第二十二届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

示，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

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总书

记的话语，激励着在场每一个人。

　　2014年8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切看望南京青

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希望你们发扬奥林匹克

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摆平心态、放下包袱，胜不骄、败

不馁，尽情享受青奥会期间比赛、学习、交流的每一个

过程。大家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青少年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

　　2016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以胜负论英雄，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先、

敢于争第一。”

　　“在奥运会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场合，争第一、拿金牌奖牌很不容

易，拿到金牌奖牌的，值得尊敬和表扬。同时，只要勇于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即使没有拿到金牌奖牌，同样值得尊敬和表扬。”

　　“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的表现，展示了强大正能量，展示

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这样的精神。”

　　不以胜负论英雄，英雄就要敢争先。总书记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

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胜与负、成与败的辩证关系，也是对奥林匹克名

言“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与“重要的在于参加”的完美注解。

　　牢记总书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谆谆教诲，体育健儿在训练

场挥洒汗水，在竞技场奋勇争先，一次次书写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精

彩篇章，诠释了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卓越的真谛，以及“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题中之义。

　　38金32银18铜，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交出的成绩

单。一位位奥运健儿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榜样，引领社会大众对运动之

美作深层次思考。

　　9秒83！打破亚洲纪录！苏炳添让奥运会最具看点的男子百米决赛

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尽管三度征战奥运会还未拿到

奖牌，但他的突破比金牌更可贵，他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让人动容。

　　东京奥运会落幕不到半年，北京冬奥会接过奥林

匹克运动的接力棒，全球目光再度聚焦亚洲。

　　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武大靖一

路向前，只留给对手一个背影。登上领奖台，他手指左

胸，那里印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际，现场聆听了总书

记的谆谆教诲，武大靖对即将来临的冬奥之战信心满

满。“总书记这个时候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给了我莫大

的鼓励，让我更加努力去拼去冲，让我们朝着‘取得我

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奥运赛场重结果，但有时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

中国运动员把总书记的话语记在心里，顽强拼搏，努力

去做最好的自己。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

  围绕体育强国建设，总书记的“大体

育观”奠定了体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使人振

奋，催人奋进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1952年6月

1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毛泽东同志的题词。70

年来，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承载着国家强盛、

民族振兴的梦想。

　　2013年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会见参加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指出，体育

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

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

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四年后在天津，全运会开幕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

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全运会群

众比赛项目中获奖的运动员代表时强调，体育承载着

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

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

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

出，到2035年要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领域

一份份重磅文件接续出台，以推动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

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9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年）》，国家对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的梦想。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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