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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杜沂蒙）
12 月 19 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青少

年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青少年发

展论坛在北京举办。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

一书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召集人贺军科出席论坛开幕式

并致词。开幕式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徐晓主持。

贺军科在致词中指出，伴随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中

国青少年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青少年发展的物质基础极大丰裕、内

生动力极大增强、机会空间极大拓展、权

益保障极大夯实。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正日

益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势头，新时

代青少年发展事业正面临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难得历史机遇。这一系列成就的取

得，得益于党管青年原则的一以贯之，得

益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科学指导，得益

于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得益于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特别是得益

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关心关怀和重

视推动。面向未来，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把握青少年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代特

征，依托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着力

塑造体格强健、精神强大、能力强劲的新

时代中国青少年。广大青少年研究工作者

要充分依托新时代青少年发展事业的广阔

平台和大好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系统观念，突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强

化问题导向、实证思维，吸收借鉴国际有

益经验，努力为青少年发展事业提供新的

更大助力。 （下转 4 版）

聚焦“两个大局”助力青少年发展
第十六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韩 洁

又值岁末，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牵动全球目光。今年的会议，

背景特殊、节点关键、意义重大。

12月16日至18日。北京，京西宾馆。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谋划着中国经济发展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

讲话，深刻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

2021 年 经 济 工 作 总 体 要 求 和 政 策 取

向，部署重点任务，为开局“十四五”、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定向领航。

彪炳史册
——非常之年非常成就，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

万人民奋勇拼搏，交出一份人民满

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极不平凡”——在这次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一关键词

概括 2020 年，强调“今年是新中国历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两天半的会议上，与会同志们回

顾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时，分外感慨。“一

个‘极’字，包含了波澜壮阔、万千风险、

可歌可泣、辉煌成就等丰富内容。”有同

志这样说。

会议分析指出，今年全球经济遭受

的冲击既不同于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也

不同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带来

的影响，而是面临着供给中断和需求萎

缩的双重冲击，困难可谓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纪罕见的三重严

重冲击：

一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

发，二是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三是一些国家遏制

打压全面升级，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

“ 率 先 控 制 疫 情 ”“ 率 先 复 工 复 产 ”

“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这次会

议用“三个率先”，勾勒出今年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走势的鲜明特点。

“ 在 三 重 严 重 冲 击 下 实 现‘ 三 个 率

先’，中国打了一场漂亮仗，并实现了‘三

大收获’：收获了丰硕的物质成果；收获

了精神财富；收获了大大提高的国际影

响力。我们的凝聚力、向心力大大提高。”

一位与会同志感慨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

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

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

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 长 的 主 要 经 济 体 。 一 季 度 萎 缩

6.8%， 二 季 度 转 为 增 长 3.2%， 三 季 度

回 升 至 4.9% ， 中 国 经 济 运 行 逐 季 改

善，逐步恢复常态，全年经济总量将突

破 100 万亿元。 （下转 3 版）

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从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十四五”开局起步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金卓）近日，团中央直属机关

举 办“10 号 楼 讲 师 团·理 论 轻

骑兵”年轻干部理论宣讲比赛

决赛。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贺军科、书记处书记徐晓出席

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

传部副部长魏增勃出席活动并

作点评指导。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10 位

选 手 围 绕 以 青 年 化 语 言 宣 讲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第 三 卷

以 及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精

神进行两轮次角逐。选手们努

力用青年喜爱的表达方式把党

的创新理论讲清楚、讲明白，现

场佳句频出、掌声不断。

宣传部吴笛获得此次宣讲

比赛一等奖。她在宣讲中展示

了当下中国的新时代、新气象、

新作为，表达了人民生活一定

会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美好展望

与坚定自信，并鼓励青年朋友

抓 住“ 十 四 五 ”规 划 的 宝 贵 机

遇，闯出一片精彩天地。

国际部林潇认为，“十四五”

规划关系到每一个奋斗中的普

通人，可以让百姓更好地共享新

时代的发展成果，是规划“以人

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同时鼓

励青年朋友担起传播传统文化

和价值信仰的使命，讲好中国故

事，让世界读懂中国。

发 展 部 张 帅 结 合 个 人 经

历分享了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感悟，介绍

了共青团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

身脱贫攻坚战的青春实践。

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的李国

毫 从 香 港 法 治 建 设 的 问 题 出

发，结合具体事例，阐述了立

足国情和实际，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逻辑和

现实意义。 （下转 4 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这是个有“红绿灯”的学校。

红绿灯装在每间教室和宿舍的墙

角，听不见铃声的孩子依靠它知晓上

下课的信号。学校有一条近百米的盲

道，看不见路的孩子踩着淡黄色的盲

砖，能找到回宿舍楼的路。

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福建

省三明市麒麟山上，241 位特殊的孩

子正在此接受 15 年的免费教育。他们

大 多 来 自 三 明 市 的 12 个 县 区 ， 在 视

觉、听觉、智力上存在障碍，还有一些

是自闭症儿童。

学 校 以 前 叫 三 明 市 聋 哑 儿 童 学

校 。 现 任 校 长 李 勤 告 诉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1989 年 他 还 在 泉 州 师 范 学 院

念 特 殊 教 育 专 业 时 ， 就 被 告 知 三 明 市

在筹建“聋哑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

够回去工作。

1991 年 8 月 ， 他 刚 从 泉 州 毕 业 ，

和 3 位 同 学 一 起 被 分 配 到 此 ， 当 他 们

沿 着 麒 麟 山 的 羊 肠 小 道 往 山 上 走 时 ，

看 到 的 是 一 间 破 旧 的 瓦 房 和 偶 有 牛 羊

吃草的空地。

1991 年 11 月，该校第一栋教学楼

建成。首任校长黄金莲带着教师四处招

生，从 1991 年年底到 1992 年年初，他

们 一 个 月 跑 了 三 明 市 辖 的 12 个 县 区 ，

但只招来 28 人。

“大部分家庭的态度是，‘哎呀，孩子

还不如在家里面帮忙干点活，有碗饭吃

就行。’”李勤告诉记者，那时在很多人的

认知里“残疾还不是残疾，是残废”。

1992 年 5 月 6 日，第一批 28 名听障

学 生 入 学 ， 小 的 8 岁 ， 大 的 14 岁 。 那

时，算上校长黄金莲，学校里只有 6 位

职工，特教老师只有 4 位。由于师资力

量缺乏，老师身兼数课，一位做财务出

纳的工作人员还在学校里教起了舞蹈。

如 今 学 校 员 工 已 增 至 66 人 。 自 建

校以来，从这里毕业的 414 名学生里，

25 人考上了大中专院校，279 人进入企

事业单位，110 人自主创业。

视 障 者 、 该 校 2001 届 毕 业 生 江

华，已是三明市华一精诚中医门诊部员

工口中的“江院长”。1992 年，当第一

批 孩 子 到 该 校 念 书 时 ，12 岁 的 江 华 因

为青光眼，失去双眼的视力，也失去继

续在村小念书的机会。

“小学四年级以后就慢慢辍学了。”

江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那

个年代） 你看不见了，就没路走了。”

他的眼睛依靠残余的光感尚能捕捉

到微弱的阳光，世界一片模糊。那时，

在村子里那间破旧的瓦房里，江华时常

一个人扒着窗户流泪。

“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能靠什么

活下去。”如今 39 岁的江华仍能忆起那

种“非常绝望的状态”。他摸索着做家

务，去地里帮父亲收稻子和烟叶，时常

弄得满身是伤。 （下转 4 版）

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育人路——

那些“微小”足以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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