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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推进科技融合、

人才融合、产业融合，成为青年创业逐梦

的热土。图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粤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工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孵化梦想

重庆市黔江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近

年来不断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输送技能人才。图为重

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练习

西兰卡普（土家语，意为土花铺盖）织锦。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人才振兴

基本国情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
代化社会

记者：“人口规模巨大”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中国特色中位于首位。基于这

一基本国情，我国实现现代化面临哪些

机遇与挑战？

王一鸣：人口规模巨大反映了我国

的基本国情，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

进 程 中 ，既 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展 开 的 基

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

社 会 ，其 规 模 将 超 过 现 有 发 达 国 家 的

人 口 总 和 ，必 将 根 本 改 写 世 界 现 代 化

版图，重塑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给

人类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实

现 人 口 规 模 巨 大 的 现 代 化 ，意 味 着 没

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道路可走，必须

立 足 自 身 实 际 、探 索 符 合 国 情 的 现 代

化道路。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

优势，也是挑战。

巨 大 的 人 口 规 模 ，意 味 着 超 大 规

模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国内需求。14 亿

多人口、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现代

化 进 程 中 必 将 释 放 巨 大 的 需 求 ，孕 育

多 样 化 多 层 次 的 消 费 形 态 ，赋 予 我 国

发展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余地。在

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激发 14 亿多人口

的主动性、创造性，必将迸发出巨大强

劲 的 动 能 ，成 为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强大动力。

巨大的人口规模，还意味着中国式

现 代 化 任 务 的 艰 巨 性 复 杂 性 前 所 未

有。一个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整体迈入

现代化，是开创性事业，也是系统性变

革 ，需 要 付 出 更 大 努 力 ，克 服 更 多 困

难。这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必须

保持历史耐心，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不

懈奋斗，久久为功，有效破解缩小地区

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的难题，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人的全

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人的现代化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记者：习主席指出，“现代化的本质

是人的现代化”。如何理解“现代化”与

“人的现代化”的关系？

王一鸣：现代化通常指人类从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人

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参与

者，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现代化的人

去实现。有了现代化的人，才会有现代

化的活动、现代化的社会。因此，人的

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人的现代化既受制于现代化整体

发展水平，也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现代

化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等都需要现代

化的人来建设，发展成果也将最终转化

为人的素质能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等的全面提升。人的现代化，本质上就

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把握好人的现代化

的历史进程与演进规律，在积极提升和

完善人的现代化素质中更有效地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我

国围绕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行了哪些

理论与实践创新？

王一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科

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的现代化放

在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和核心环节，

更加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的统一性，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

稳步前进。

在实践中，无论是部署经济工作、

制定经济政策，还是推动经济发展，都

牢 牢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以经济为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

实 人 的 现 代 化 的 物 质 基 础 ；以 教 育 为

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人的素

质能力；以文化铸魂，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以民

生为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使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记者：在我国对现代化的长期探索

中，特别是新时代 10 年，推进“人的现代

化”取得哪些历史性成就？

王一鸣：新时代的 10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在推进人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举世公认

的巨大成就。

一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现行

标准下的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960 多万贫困人口完成易地搬迁，打

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

战。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就

业规模稳步扩大，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

年保持在 1100 万人以上。居民收入与

经 济 同 步 增 长 ，居 民 消 费 升 级 态 势 明

显 。 2021 年 全 国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为

29.8%，比 2012 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全

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移动电话拥有

量分别为 41.8 辆、259.1 部。

三是国民教育水平和素质明显提

升。2021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

达 95.4%、91.4%、57.8%，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9 年，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四是人民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不断扩展。2021 年末，全国

共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3215、5772 个，

分别比 2012 年末增加 139、2703 个。群

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文化团

队超过 45 万个，比 2012 年增长 50%。

五 是 医 疗 服 务 供 给 能 力 显 著 提

升 。 2021 年 末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床

位、卫生技术人员分别达 945 万张、1124

万 人 ，分 别 比 2012 年 末 增 长 65.0% 、

68.4%，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

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2021 年的

78.2 岁。

六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完

善。2021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分别达 10.3 亿人、

13.6 亿人；参加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人

数分别比 2012 年增加 7733 万人、9277

万人、8323 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民至上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记者：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有何重要意义？

王一鸣：人 民 是 历 史 的 创 造 者 ，

是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主 体 和 力 量 源 泉 。

进 入 新 时 代 ，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更 加 强 烈 ， 期 盼 有 更 好 的 教 育 、

更 稳 定 的 工 作 、 更 满 意 的 收 入 、 更

可 靠 的 社 会 保 障 、 更 高 水 平 的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 更 舒 适 的 居 住 条 件 、 更

优 美 的 环 境 、 更 丰 富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不 断 实 现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是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也 是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不 断 实 现 发 展 为 了 人 民 、 发 展 依 靠

人 民 、 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享 ， 让 现

代 化 建 设 成 果 更 多 更 公 平 惠 及 全 体

人 民 ， 才 能 充 分 调 动 亿 万 人 民 参 与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主 动 性 、 创 造 性 ， 才

能 把 14 亿 多 中 国 人 民 凝 聚 起 来 ， 心

往 一 处 想 、 劲 往 一 处 使 ， 汇 聚 成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强 大 力 量 ， 推 动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号 巨 轮 乘 风 破

浪、扬帆远航。

记者：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应当如何凝聚起 14 亿多中国人民

的磅礴力量，不断推进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

王一鸣：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 化 ， 必 须 坚 持 和 加 强 党 的 全 面 领

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党始终成为亿

万人民众志成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主心骨。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着力解

决 人 民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 在 做 大 “ 蛋

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着力

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

两极分化。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

须 坚 持 深 化 改 革 释 放 发 展 活 力 。 面

对 前 进 路 上 的 风 险 挑 战 ， 坚 持 推 进

改 革 创 新 ， 着 力 破 解 深 层 次 体 制 机

制 障 碍 ， 不 断 激 发 14 亿 多 人 民 的 潜

能 和 活 力 ， 增 强 经 济 发 展 动 力 ， 为

实 现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提 供 坚 强 的 制 度

保障。

为了 14亿多人民的美好生活
—对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 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

的人口总和，必将根本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重塑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给

人类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参与者，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依靠

现代化的人去实现。有了现代化的人，才会有现代化的活动、现代化的社

会。人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

充分调动亿万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强大力量。

11 月初，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赛

在秦岭南麓的小山村拉开帷幕。在陕

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丰河村，武警陕西

总队商洛支队官兵与丰北河小学篮球

兴趣小组学生展开友谊赛，加油呐喊

声此起彼伏，阳光将孩子们的脸映得

通红。

这是一群酷爱篮球的山区少年组成

的队伍，承载着乡村少年成为篮球运动

员的梦想，也点燃了他们走出大山的希

望。

“ 我 想 成 为 一 名 篮 球 运 动 员 ， 去

电 视 里 那 样 的 赛 场 上 打 球 ！” 2019

年，一场职业篮球赛让学校二年级学

生苏浩然爱上了这项运动。当时，学

校 体 育 老 师 大 多 由 其 他 学 科 老 师 兼

任。缺少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教学，苏

浩然的篮球技术停滞不前。不懂篮球

技巧和规则的他，感觉离自己的梦想

很远。

2021 年 8 月，武警商洛支队帮扶工

作队来到丰河村走访慰问时，校长陈付

铭向官兵们寻求帮助。支队官兵成立体

育锻炼专项帮扶小组，出资为学校翻新

标准篮球场，并采购相关体育器材。同

时，支队卫生队、作训部门根据义务教

育课程要求为学生们制订体育锻炼计

划，聘请商洛学院篮球队教练对学校体

育老师进行专业培训。

当年 9 月，丰北河小学篮球兴趣小

组成立，苏浩然第一个报名参加。每天

早上 7 点，苏浩然和同学们开始晨训。

日复一日的训练，没有让他感到枯燥，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给自己制订了一套

详细的训练计划。

教育部最新发布的 《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 明确

“健康第一”理念，既设置普及率较高

的运动项目，又增加富有民族特色的运

动，还有培养探险精神的趣味项目，从

兴趣爱好出发，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

的运动选择。

近年来，丰北河小学开展“阳光体

育 一 小 时 ” 活 动 。 每 天 11 点 ， 学 生 、

老师统一在操场集合开展体育活动。此

外，每周四学校设有社团日，学生自由

选择加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社

团，由学校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教学。丰

北河小学还将军人体能考核项目“蛇形

跑”，简化为“绕杆跑”，将军事元素与

体育课相结合。

在军地共同努力下，如今，丰北

河 小 学 的 运 动 场 焕 然 一 新 。 今 年 以

来，支队官兵陆续出资为学校翻新羽

毛球场、乒乓球台，出资购买体育训

练器材。随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乡村学校与

城市享受同等教育资源，孩子们脸上

的笑容更多、更自信了。

“我相信未来孩子们能够享受到更

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学好文化课的同

时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实现自由

全面的成长。”校长陈付铭说。

去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

西安开幕。支队官兵特意准备了纪念

品，赠给丰北河小学，勉励孩子们为了

自己的梦想奋勇拼搏，为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力量。

今 年 9 月 ， 苏 浩 然 小 学 毕 业 升 入

初中，就读于柞水县实验中学。开学

后 不 久 ， 他 就 报 名 加 入 学 校 的 篮 球

队 。 距 离 自 己 的 篮 球 梦 又 近 了 一 步 ，

苏 浩 然 也 有 了 更 清 晰 的 目 标 ：“ 我 想

去大城市，与最优秀的运动员切磋球

技！”

武警陕西总队商洛支队官兵助力乡村学校开展体育教育

山区少年圆了“篮球梦”
■董浩田

数字化改革解民忧

11 月 11 日，2022 年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落下帷幕。近年来，浙

江不断推进数字化改革，一批跨场景

应用上线运行，群众衣食住行更便捷、

更舒适、更有温度。

在海宁市的一个门球场内，10余

名平均年龄超 60 岁的老年人正在比

赛。通过当地开发的“社区运动家”小

程序，老人可以自助预约球场，还可以

在小程序上组建社群，找到拥有相同

兴趣爱好的朋友约球、聊天。

在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市，当

地推出“浙丽保”这一政府引导型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

商业医保事前精准匹配、事中即时结

算、事后智能分析，为山区群众减轻医

疗负担。

黄河古渡披绿装

在山西省偏关县，长城脚下，黄河

入晋后的第一个古渡口——老牛湾古

渡两岸层林尽染，一派生机。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偏关，曾

经沟壑纵横，风沙肆虐。党的十八大

以来，偏关加速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

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治理等项目，如今

林地面积已达 121.2 万亩，绿化率达

到 40%。

通过实施节水改造和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芮城县大禹渡灌区约 10万亩

农田使用节水喷灌设备，走上农业生

产高质量发展道路。“用上节水喷灌设

备能节省 60%的水。不仅降低成本还

提高了产量，小麦和玉米每亩能增产

200多斤。”当地种粮大户胡天妮兴奋

地说。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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