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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

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

告。

会议讨论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稿，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二中全会

审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按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

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继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积

累了宝贵经验。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大对深化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

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深化重点领域

机构改革，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

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

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会议讨论了向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和向政协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会议确定将以上内容作为二十届二中全会的议题。

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拟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认为，过去一年

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

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

上，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过去5年极不

寻常、极不平凡，我们有力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

大成就。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

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

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

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要着力扩

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

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

融风险，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记者 袁雪婧

为备战3月初举行的国际体联单项世界杯赛多哈站、巴库

站比赛，国家体操队2月21日在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举行了

队内测验。即将于本周末启程奔赴赛场的队员们，通过本次测

验演练了冬训发展的新成套，并逐步调整状态找准比赛感觉。

国家体操队自去年利物浦世锦赛后便投入冬训，以力

争打造更多的夺金点为目标，不断提升成套难度、打磨动作

质量。今年冬训，队员几乎人人都“升级”了各自不同单项的

新成套，摩拳擦掌期待通过比赛来检验冬训成果。

中国体操男队将派出邹敬园、刘洋、肖若腾、林超攀、尹

德行、陈治龙参加多哈站比赛。从目前的报名情况看，邹敬

园、刘洋将参加吊环角逐，肖若腾、林超攀、陈治龙参加自由

操比拼，尹德行出战鞍马项目，肖若腾、陈治龙还将分别参

加单杠和跳马比赛。中国体操女队选派虞琳敏、邱祺缘参

加多哈和巴库两站比赛，其中虞琳敏出战跳马项目，邱祺缘

参加平衡木、高低杠项目。即将出征世界杯赛的队员们按照

报名的项目逐一完成了测验，国家体操队还请裁判员现场

打分并讲解，帮助参赛选手提前进入状态。

2007年出生的邱祺缘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表现抢眼，

但由于当时未满国际成年比赛参赛年龄，没能参加世锦赛，本

次世界杯赛将是她首次亮相国际赛场。测验中，她顺利完成平

衡木单项，在高低杠单项出现了一些失误。“很久没比赛了，邱

祺缘有点紧张。”主带教练孙萍表示，希望她通过世界杯赛得

到锻炼。“这个孩子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她需要通过世界杯

赛提升国际比赛经验。毕竟是第一次出国比赛，有时差，场馆

偏冷，赛台训练、比赛准备都可能面临未知的情况，这些对她

将是考验，因此锻炼价值很大。”

去年因进行手术而缺席国际比赛的刘洋、肖若腾，自东京

奥运会后，时隔一年多再度回归国际赛场。“好久没参加测验

和比赛了，两项都成功了，虽然成套组合的时间不长，熟练度

还不够，但是感觉不错。”肖若腾表示，他还有一些进步空间，

“我在自由操和单杠成套都加入了新学的难度动作，成套进行

了新的编排调整，希望在多哈站检验一下训练成果。”

刘洋顺利完成了吊环新成套，也得到了不错的分数，但

他认为自己的状态还欠一点。“力量有所保留，争取把最好

的状态调整到比赛中。”冬训中，他的吊环也更新了编排，细

抠动作角度，下法也有了新变化。“久别赛场，希望通过世界

杯赛，找回身体状态和比赛感觉。”刘洋说。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国家体操队冬训正在体育总局训练局如火如荼进行，领

队张红亮表示，力争打造更多争金点，提高人才厚度，提升队

伍战斗力。

记者：国家体操队的冬训总体目标有哪些？

张红亮：冬训我们要力争打造更多的争金点，并把现有

具备竞争力的争金点打造得更硬更实，提高人才厚度，形成

队内良性竞争局面。

记者：中国体操男队在去年利

物浦世锦赛夺得男团金牌，提前拿

到奥运入场券，这次冬训如何持续

提升“赢”的能力？

张红亮：从去年利物浦世锦赛看，中国体操男队在团体、

全能、双杠、吊环上具备一定竞争力，今年冬训在较弱的单杠

上也取得了一些进步。邹敬园继续在吊环上提高难度和冲金

实力，肖若腾在自由操、鞍马、单杠上提升成套水平，刘洋、尤

浩、林超攀等老将都在拼搏，力争为团队作出更多贡献。国家

体操男队目前形成了水平较高的人才群体，既有较高水平的

全能运动员，又有单项具备较高竞争力的多项运动员，队员们

都在为提升中国男团整体竞争力努力奋斗。

记者：中国体操女队今年的目标是

力争在安特卫普世锦赛获得奥运资格，

这次冬训如何提升实力和能力？

张红亮：女队冬训着力全面提升人

才厚度和团体竞争力。部分到了退役年

龄的老将仍在坚持，我们希望继续挖掘

这些选手的潜力。国家队也从地方队调

来一批备战巴黎奥运会的适龄小队员加

以培养，目前看她们的进步较明显。一方

面我们要在传统强项高低杠、平衡木上

继续打造争金点，另一方面在团体上进

一步提升竞争力。冬训期间，我们仍在

努力攻克跳马项目，投入了更多训练时

间，两位外教也提供了技术支持，丰富和

创新了训练方法。

周 圆

从实战出发，从备战巴黎

奥运会的实际要求出发，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是推进冬训和

备战工作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

竞技体育向来是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落后项目需要不断强弱项补短

板，不断超越对手，优势项目同样需要

不断查找问题，坚持守正创新，不断超

越自我。标准不高、不思进取、思想保

守、胸无大志等现象与竞技体育的本

质要求水火不容。

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实战要求，这

是竞技体育工作者每天的必修课。只

有积极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努力

解决问题，才能持续带来队伍战斗力

的提升，通过日积月累的量变，

不断提升打赢能力，最终完成

国际大赛中突破与超越的质

变。

当然，坚持问题导向并不

是要吹毛求疵，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问

题，而是在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时，坚

持系统观念，既不能忽视事关竞技体

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问题，比如后备

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等，也不能放松

对微观技战术问题的研究和解答。

本报记者 袁雪婧 李雪颖

训练效果究竟如何，比赛最能说

明问题。不足和短板究竟在哪里，实战

是最好的镜子。

国家体操队在去年11月结束的利

物浦世锦赛上斩获3金2银，在新规则

的适应方面总体尚可，但通过实战仍

然发现了问题和不足。巴黎奥运周期

新规则对难度和完成情况的认定更加

严苛，对动作质量的扣分更细更精，冬

训期间国家体操队坚持高难度、高质

量和高稳定的训练方向，继续增加难

度、改进编排、强化质量，强化体能，不

断提升打赢实力和竞争能力。针对女

队整体人员配置存在后备梯队断档的

问题，国家体操队从各省区市队选拔

了一批有培养潜质的年轻选手，有针

对性地增强备战人才储备的厚度。国

家体操队还对于弱项和短板也展开了

攻关，特别是在跳马项目上，投入了更

多训练时间。

国家举重队在去年12月结束的

举重世锦赛上摘得19金8银7铜，但透

过亮眼的成绩还是发现了问题。女子

举重队主教练王国新说，新奥运级别

的调整、高海拔赛场等都产生了影

响，但我们不能过多强调客观原因，

而要带着问题和目标冬训。“真正做

到练高、练稳、练厚、练实，把中国举

重创造‘可靠的成绩’这一传统继续

发扬。”军训结束后，队伍进行了体能

摸底，然后科研团队制定出更有针对

性的体能训练方案，帮助队员强化体能补足短

板。“我们通过测试知道运动员的短板是什么，体

能训练方向可以更加明确。日常训练除了每周两

次全队统一进行的体能大课之外，各组体能教练

还会设计更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体能训练项目，

帮助运动员补短板。”国家举重队科研团队负责

人李清正说。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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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打造更多争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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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 对标实战

女子体操运动员韦筱圆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魏征摄

本报记者 扈建华

2月23日，中国男篮将在香港出战

2023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六窗口期

比赛，这是乔尔杰维奇担任主教练后

的首场正式比赛，也是中国男篮新阵

容的首次亮相。

乔尔杰维奇上任后，新组建的球

队和之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入选的球员更加高

大强壮。7名后卫中不乏赵睿、程帅澎、

崔永熙这样既有身体又技术娴熟的球

员。前锋线上，上一周期只有朱俊龙留

队，新入选了张镇麟、周鹏、朱旭航、曾

凡博、焦泊乔，6人都是身高超过2米的

大个子，能里能外，不少人有不错的三

分能力。3名中锋周琦、王哲林和胡金

秋身高均在2.10米以上，周琦、王哲林

参加了此前窗口期的多场比赛，已在

同亚大区对手的交锋中证明了自身实

力。

第六窗口期的两个对手哈萨克斯

坦队和伊朗队，中国男篮此前同他们

有过交手，并取得了胜利。这次到香港

的哈萨克斯坦队阵容相比之前变化不

大，伊朗队最大的变化是中锋哈达迪

因伤缺阵。

与对手相比，中国男篮在各位置

上有明显的身材优势，在集训期间球队演练了30套左右的

战术，乔尔杰维奇也为队员们带来了很多新理念。如何在实

战中把训练的内容体现出来，发挥出每位球员的特点，充分

利用好这两场难得的实战机会，进一步磨合阵容、考察球

员，是中国男篮在第六窗口期的主要任务。

据悉，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和球队一起前往香港，中国男

篮将在23日迎战哈萨克斯坦队，26日与伊朗队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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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1日，2023中国乒乓球队世乒赛

选拔赛混双项目冠军产生。林高远/陈幸同3比1战胜

于子洋/孙铭阳，收获德班世乒赛首站选拔赛混双冠

军。根据规则，最终的直通名额将依照两站选拔赛

总成绩择优选择一对混双组合参赛。林高远/陈幸

同无疑在“直通德班”的征程上抢占了先机。

混双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乒乓球队

也在举全队之力保障混双的备战，从时间、人员配

置等方面给予了更大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混双组

长肖战希望通过接下来一系列比赛与世界各地的

混双组合切磋交流，考验队伍。他说：“我们在国际

比赛上的对手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

北、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混双组合。我们将

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系列赛、亚运

会、亚锦赛等比赛观察对手、了解对手，同时也考

验我们的队伍。”

面向巴黎周期，队伍在不断尝试新的混双组

合。除了世乒赛混双冠军王楚钦/孙颖莎这对相对

成熟的混双组合外，此次选拔赛国乒主力队员也

进行了一些新的配对尝试，像樊振东/王曼昱、马

龙/陈梦等。肖战说：“我们优秀运动员之间也在进

行不同的配对尝试，包括冬训期间也在不停地试，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赢下奥运会混双金牌是

我的任务。” （李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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