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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习近平表示，我高度重视发展中朝

关系，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指导两党两
国有关部门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加强
战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新时代中
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
积极贡献。

5月7日，金正恩向习近平致口信，

高度评价并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
党和人民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取得辉煌成就和巨大胜利，
表示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巩固
扩大战果，取得最后胜利。希望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保重身体，并向中国共产党
全体党员致以战斗问候，祝愿朝中两党
关系日益密切、健康发展。

（上接1版②）
始终突出问题导向，是此次“调研

周”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要求，
全程录制专题视频，最终形成的调研报
告既要有面上的综合情况，又要有点对
点的典型案例；既要有到人到事的具体
问题，又要有深入细致的原因分析；既
要深挖问题背后的种种根源，又要查找

管理当中的层层漏洞；既要摸清问题的
底子，又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

为确保调研活动不流于形式，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建立了“一周一碰头、一
周一调度”工作机制，定期听取调研各
方面情况，并对调研报告进行严格把
关，最终形成调研成果向市委作出专题
汇报。

（上接1版③）
近年来，邵东市始终扭住发展

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着力帮助
贫困群众实现“资源变资金、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切实解决贫困
群众增产增收难、就业难问题。该市
投入产业奖补资金3000多万元，大
力发展中药材、黄花菜、果蔬等为主
导的“一村一品”农业产业，依托
1100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77个贫
困村全覆盖），推行“公司+基地+贫
困户”“合作社+贫困户”“公司+村集
体+贫困户”等模式，采取签订劳务
合作协议直接帮扶、资金入股、土地
流转等方式委托帮扶，带动万余名
贫困群众增收。

凝聚合力 “双扶”凸显实效

按照“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有机结合的“三
位一体”大扶贫思路，邵东扶志扶智
并举，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多、民间资
本足的优势，积极动员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等各界

爱心人士踊跃参与精准扶贫工作，
形成攻坚合力。

日前，邵东经开区组织永吉红
包、兆龙置业等数家爱心企业为斫
石曹乡梧桐村村民捐赠各类物资价
值5万余元。近年来，邵东有近万名
党员干部、数千名致富带头人参与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
消费扶贫和“万企帮万村”活动，新
增“中国社会扶贫网”注册爱心人士
5 万余人。帮助贫困群众开展健康
医疗、环境整治等服务24000余次，
捐物 23000 多件，爱心助学、助残、
助困等捐款 300 多万元，在全社会
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广泛合力。

对标对表 落实问题整改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邵东市
出台了《邵东市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方案》《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方
案》，推行“市领导牵头、部门一把手
负责，业务骨干落实”的措施，抓重
点、攻难点、补短板，统筹推进贫困
村和非贫困村问题排查工作，在加

强对省定6个挂牌督战村督战的基
础上，增加了脱贫攻坚任务比较重
的4个邵阳市定挂牌督战村和5个
邵东市定挂牌督战乡镇。安排脱贫
攻坚常态化督查组对21个没有纳入
挂牌督战的乡镇（街道、场）按照督
战要求开展每月一次以上的全覆盖
督查。

同时，扎实开展好“回头看、回
头查、回头帮”工作，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已
脱贫户、未脱贫户、边缘户、特殊困
难群众“逐户过筛”，结合省脱贫攻
坚督查组、实地考核以及邵阳市常
态化督查反馈的问题，对义务教育、
社会保障、农村安全饮水、基层公共
服务、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通组道路
等领域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实现“六
个全覆盖”，提升脱贫质量。对全市
贫困村和面上村开展“逐村逐户逐
人逐项目”全覆盖、地毯式督导，建
立问题台账，实行对账销号，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问题整
改基本清零。

重症患者的救治，体现抗疫
成效，事关抗疫信心。不久前，武
汉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抢救
视频刷爆网络，“一定要让他活！”
医护人员握拳鼓劲的一句话，戳
中中国人的泪点。用了25天EC-
MO、上了50天呼吸机，四省医护
人员接力救治两个多月，这名患
者转危为安。为了尽可能挽救湖
北和武汉重症患者生命，中国定
点安排国家级专家、高水平医院，
集中救治，“一人一策”。武汉确诊
的 2500 多名 80 岁以上高龄患者
中，救治成功率接近70%，年纪最
长者为108岁。

一切以挽救生命为重。疫情
突袭，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
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求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短短两三个月时
间，绝大多数省份实现确诊病例
和新增病例“双清零”，7万多名患
者治愈出院，迅速扭转了疫情快
速蔓延的严峻局面，以较高的治
愈率和较低的病亡率创造了抗击
重大传染病的“中国奇迹”。不放
弃任何一个生命，有一线希望就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写照。

一切为挽救生命让路。为了
尽快阻断疫情传播，党中央果断
作出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决策，
即使付出城市停摆、经济下滑的
代价，也在所不惜！生命重于泰
山，340多支医疗队、超过4.2万名

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中国最顶尖
的10个院士团队奋战一线，全国
近十分之一的重症医学骨干接力
上阵……举全国之力、集优势兵
力，尽锐出战，昼夜不息。正是凭
借着世所罕见的防控力度和救治
速度，中国兑现了生命至上的诺
言，彰显了生命无价的情怀。

挽救生命，中国不计成本。1
月22日，中国政府即宣布，新冠肺
炎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治疗费用无
需个人承担。国家财政紧急下拨
疫情防控补助资金，各地纷纷加
大疫情防控投入，呼吸机、防护
服、救护车等各类医疗物资全国
调运，粮油、蔬菜、水果等各类生
活必需品八方汇集。有两组数据
最具说服力，一组是武汉市新冠
肺炎患者总体治愈率达94%。另一
组是，据国家医保局披露，确诊住
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达到2.15万
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这些费用除部分由医保
报销外，其余均由国家财政补助。
这其中，一位70岁的患者接受治
疗近3个月，两度用上ECMO，治
疗费用近140万元。英国学者、伦
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
义说得好：“中国从一开始就深刻
理解什么是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
人权。在致命的大流行病中，最要
紧的人权不是刻板、肤浅的‘人
权’概念，而是要能活下去”。

挽救生命，中国伸出援手。疫
情全球蔓延，中国秉持人道主义
精神，向世界许多需要帮助的国

家和地区伸出援手。截至目前，中
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 15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
资援助，累计派出15批医疗队援
助16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捐
款 5000 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
疫情防控和卫生体系建设……一
批批珍贵物资、一次次视频连线、
一个个援外医疗专家组，尽己所
能，扶危济困，绽放出命运与共、
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光辉。

重大危机面前，对待生命的
态度检验着一个国家的道德良知
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70多年
来，无论是面对汹涌的洪水、惨烈
的地震，还是肆虐的疫情，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
既源于执政党高度的政治自觉，
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
使命担当，始终坚守的执政理念。

4 月 4 日，清明节，中国举行
全国性哀悼活动。一家外国驻华
使馆在微博中写道：“中国以国
之名祭奠新冠肺炎遇难者，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对个体尊严与生
命的尊重与敬畏，也读懂了14亿
中国人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团
结与力量。”真诚关怀每一个生
者、衷心尊重每一个生命、全力
拯救每一个病患，中国抗击疫情
闪耀的人性光辉，在病毒肆虐的
当下，唤起了团结的愿望，传递
着温暖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 5月 9日电
人民日报5月10日评论员文章）

“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
——携手全球抗疫 彰显中国担当③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国各地陆续开启复课，上体育课

该不该戴口罩，成了家长左右为难的问
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校园体育
活动如何安全开展？新华社记者近日走
访了部分学校和专家。

在兰州市、定西市部分中小学，记者
发现与教室里全员整齐佩戴口罩不同，
在操场开展体育活动时，有少数学生没
有戴口罩。

“戴着口罩跳绳有点闷，但父母说特
殊时期，安全为重。”在兰州市某中学操
场，尽管周围有不少同学摘下了口罩，初
三学生翔子还是选择戴上口罩练习跳绳。

由于体育是中考必考科目，像翔子
这样的初三学生每天都要保持一定强度
的体育锻炼。“戴口罩锻炼，担心损伤心
肺功能；放弃锻炼，中考成绩可能会受影
响。”初三学生家长谢女士说。

5月6日，兰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体育
教学活动的通知》，强调各学校要开齐开
足体育课，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合格
标准；对体育课程设计、运动范围和间距
以及运动强度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此，兰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科科长任霞表示，需在科学安排
的前提下开齐开足体育课，学校不必急
于开展强度较大的运动，应循序渐进做
好体育课程设计。

“目前主要是组织运动量不大，而且
能保持距离的体育运动，比如太极拳和徒
手操。”兰州市第五十三中学校长谢平认
为，受疫情影响，多数学生很长时间没有进
行高强度体育训练，体育课程的安排要遵
循科学，学校应为学生开好“运动处方”。

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丁督前表
示，即使学生陆续返校复课，体育教师仍
可充分发挥网课作用，线上线下同时开
展教学，例如通过线上课堂预告活动内
容，让学生提前做好准备，再在线下组织
学生合理开展体育锻炼，尽量减少聚集，
逐步增加运动量和强度。

针对近日发生的学生戴 N95 口罩
运动猝死事件，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脏
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林欣说，佩戴口罩与
运动猝死是否有直接关联，还需要具体
分析，学生猝死也有可能是其他基础疾
病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佩戴N95
口罩运动容易引起缺氧，从而给孩子身
体带来危害。”（新华社兰州5月9日电）

疫情之下，体育课如何安全进行？
新华社记者 白丽萍 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