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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广大青年提出殷殷期盼。
这份期盼，在神州大地正化为一股磅礴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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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为时代澎湃
——党旗飘扬下的“青春中国”

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
印 发《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21－2025年）》（以下简
称《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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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

《计划》指出，在党中
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
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
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逐步增多，人民群众通
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
高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
建设迈出新步伐。“十四五”
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
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
强国建设，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
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
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计划》明确，到 2025
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

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
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
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
县（市、区）、乡镇（街道）、行
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
设施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
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
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
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5万亿元。

《计划》提出了 8个方
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大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
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
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促
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营
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等。
《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
完成，从加强组织领导、壮
大全民健身人才队伍、加强
全民健身安全保障、提供全
民健身智慧化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保障措施。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新华社电 受党中央、国
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国家防
总总指挥王勇近日在河南检
查指导防汛救灾和受灾群众
安置等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帮扶，加大救灾救助和抢修
重建力度，抓紧恢复灾区生
产生活秩序。

8月 1日至 3日，王勇在
河南郑州、新乡、鹤壁来到受
灾严重的隧道、地铁和居民
小区查看排涝清淤抢修进
展，在金水河、贾鲁河、卫河
和常庄水库详细检查堤坝除
险修复情况，深入荥阳、巩
义、卫辉、浚县等地受灾村镇
社区、集中安置点、蓄滞洪区
仔细了解群众转移安置和恢
复重建工作，看望一线抢险
救援队伍和干部群众。他指

出，要切实增强灾害风险意
识，立足防大汛大涝、抗大
洪、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
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和措施，
扎实做好防御极端灾害天气
的充分准备，坚决避免重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真正
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期间王勇主持召开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部
署要求，听取河南和有关部
门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他
强调，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
安置救助和疫情防控，细致
做好因灾遇难、失踪和受伤
人员善后抚恤，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防止因灾致贫
返贫和“大灾过后有大
疫”。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快
已运用蓄滞洪区泄洪排涝，
为农业生产和复工复产创

造条件。利用降雨间歇期
全面开展出险水库、河道堤
防、道路建筑等隐患排查和
除险加固，严防山洪、泥石
流等次生灾害和安全生产
事故，早预警、早处置，遇到
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
险。全面准确核实人员伤
亡等受灾情况，规范严谨发
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认真总结吸取教训，
加快补齐防汛工作短板，提
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国
家防总和各有关部门要主动
对接灾区需求，在技术、资
金、项目规划、恢复重建等方
面给予全力指导支持帮助。

王勇强调，国务院已成
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
灾害调查组，要按照要求认
真全面开展调查评估，对存
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
予以问责追责，警示和推动
各地进一步加强防汛防灾各
项工作。

王勇在河南检查指导防汛救灾
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时强调

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帮扶
加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电 文化和旅游
部 3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
文旅部门从严从紧、从细从
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严防
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
播扩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据8月3日印发的《文化
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加
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
通知》，各地文旅部门应指导
A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
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
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
可查询可追踪。严格落实进
景区景点前扫码登记、测体温

等要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
米线”、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通知指出，各地旅行社
和在线旅游企业要加强风险
评估和研判，及时了解和掌
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疫情
形势，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
地区旅游，不承接高中风险
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高中
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
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
将相关区域列为疫情中、高
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
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
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
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

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
排查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通知明
确，各地文旅部门要加强星
级饭店、剧院、博物馆、公共图
书馆等室内场所的疫情防控，
加强通风消毒。对进入场所
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
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
测管理。尽量减少在密闭场
所举办聚集性活动。

此外，各地文旅部门要
及时通过网络、电视、电子显
示屏等方式，开展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提醒游客戴口罩、
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不聚
集，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紧急通知
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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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 3日
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九
部门日前决定，从 2021年
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
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
式，每年为 832个脱贫县和
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
培养 1万名左右师范生，从
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等九部门近日印
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要求
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
师定向培养，造就一批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建设高质量中
小学教师队伍。

从源头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队伍质量
九部门：每年定向培养万名左右师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