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大事很重要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中国经济的最新家底究竟如
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在今
年开展。

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
国力调查，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
组成三大周期性全国普查项目。
全国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此前已在2004 年、2008 年、2013
年和2018年开展了四次。

2022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通
知，决定于2023 年开展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普查的对象是在中
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时隔五年，中国经济的这次
“全面体检”，备受瞩目。

国家机构换届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为
中国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二十届
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也将完成
换届，选出新一届领导人。

2023年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
年。换届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
履职的第一年将以何种姿态打开
局面，备受瞩目。

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调整

1月8日，新冠病毒感染将由
“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这是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一
次重大调整。

按照官方此前发布的消息，依
据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冠病毒感染
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
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
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
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疫
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
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人员和
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的介绍，
该局自1月8日起有序恢复受理审
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
普通护照，恢复受理审批外国人申
请普通签证延期、换发、补发。

杭州亚运会将举办

杭州亚运会将于今年9 月23
日至10月8日举行。

第 19 届 亚 运 会 原 计 划 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州
举行，但因新冠疫情于 2022 年 5
月宣布延期。此后，亚奥理事会
宣布了杭州亚运会新的举办日
期，并明确延期举行的亚运会名
称仍为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
会。

杭州亚运会是亚运之火第三
次来到中国，而在北京冬奥会之
后，中国也将再次因体育盛会引
来全球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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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已开启，新的历史坐标，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将在
2023年发生。

今年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继中国共产党去年完成换届之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此外，包括疫
情防控政策调整、杭州亚运会、改革开放45周年等重大事件、重要节点
也值得关注。

改革开放45周年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2023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5周年。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
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
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再次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部署：“谋划新
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

新征程上，中国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推进
改革开放，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值得期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
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十年来，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蹄疾步稳、捷报频传，150
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组成“一带一路”大家
庭。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
毅在 2022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
表示，各方都期待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同总结成就、擘画蓝图，
让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荣、惠及
人类的“幸福路”更加宽广。

自贸试验区建设10周年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

如今中国已有 21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覆
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自贸区以不到全
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7.3%的
进出口额，吸收外资占全国18.5%……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新征程
上的自贸试验区的成绩单将更为亮眼。

（据中新社）

▼2022年10月16日，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三亚机场航站楼人气日渐旺。 ▼杭州亚运会赛事场馆。

▼2022年11月，山东烟台，
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线上制造汽车。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码头。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园区内安装大型景
观建筑“丝路金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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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节点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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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株洲文艺

窦强：历经冰寒 舞出光暖
郭平/整理

窦强 株洲市新阶层文艺家协会主席、株洲市
新阶联文艺家分会主席，株洲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省文联首批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连续多年获
评株洲市炎帝文艺奖。

作品《小小太空梦》（湖南省文联文艺扶持基金
会重点扶持项目）获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届“小荷风
采”全国舞蹈展演金奖，实现了株洲在全国顶级少儿
舞蹈大赛金奖零突破；

作品《儿童团》（株洲市文联重点扶持项目）获中
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一届“小荷风采”全国舞蹈展演金
奖；

作品《神农寻药之路》获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四届
“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银奖；

作品《渔娃乐》获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舞谱网
首届“锦绣之花”全国舞
蹈展演金奖；

作品《蓝海畅想》获
云南省文联云南省舞蹈
家协会“荷风杯”全国邀
请赛金奖；

作品《归巢》获上海
市文联上海市舞蹈家协
会“舞动中国梦”全国
精品舞蹈展演银奖。

人物简介

岁末年尾，我们通过梳理关于美术、书法界的一些值得记忆的展览、事件、人物、热点和现象，与大家
一起穿越时光，回顾这充满激情与热血的一年。

名画遇袭
以环保之名的艺术之殇

2022年，发生了多起以“环保”名义，来实
施对世界名画的袭击和污损事件，引发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10 月 14 日，梵高的
名作《向日葵》在英国国家美术馆被“停止石
油”组织的抗议人士泼洒番茄汤；23日，在德国
波茨坦巴贝里尼博物馆的莫奈名画《干草堆》
被泼洒土豆泥；27日，在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
皇家美术馆，一名气候活动人士用胶水把自己
的头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头”粘在一起；
11月4日，在意大利罗马波拿巴宫展览的梵高
名作《播种者》被用豌豆汤投掷……

用毁坏名画的办法，或者是在博物馆中的
恶搞来提高大家的眼球，关注环保，实在不可取。

（本报综合）

2022年，一系列关于美育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2月，教育部发布了2022年工作要点，重点提

到将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深入推进“双
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推动校外教育
培训监管立法、推进中考美育改革试点等要点。

9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研究
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将

“美术与书法”正式列为一级学科，自 2023 年
下半年启动招生的研究生培养按新版学科专
业执行。

1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高等学校公共
艺术课程指导纲要》，明确公共艺术课程是我国
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公共艺
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修
满公共艺术课程2个学分方能毕业。

新政策 艺术教育有新变化

2022 年是潘天寿诞辰 125 周年、诸乐三诞
辰120周年、启功诞辰110周年、李震坚诞辰100
周年、贺友直诞辰 100 周年、苏天赐百年诞辰、
木心 95 周年……为传承这些艺术大家留下的

宝贵精神遗产，致敬他们的杰出贡献，各地纷纷
举行诞辰纪念展览，以最直接的方式回顾大家
们的艺术成就。

回望2022年：这些热词你没错过

窦强作品剧照。

百年诞辰 以纪念传承先人精神

窦强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的一个小
村庄。13岁那年，他亲眼瞧见父亲生病咯
血，瞬间长大一般，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
并决定去另一个县城学舞蹈、长本事。

在亲朋帮助下，他凑齐了学费进入吉
林省戏曲学校舞蹈系，由吉林市歌舞团代
培。因为是插班入学，他上课排练跟不
上，大半年的时间只能站在后排，被前面
的高个子同学挡住视线。除去睡觉、吃
饭，他总是在教室里练功。

经过不懈努力，他在毕业后成为了一
名专业舞蹈演员，并参加了许多大型歌舞
演出。开阔眼界的同时，他愈发觉得自己
学艺浅薄。次年春天，他毅然辞去院团的

“铁饭碗”，搭上去往北京的列车，到中央
民族歌舞团成人舞蹈大专班进修。

2000 年进修结业，偶然的机会之下，
他接触到少儿舞蹈并产生了浓厚兴趣。
两年后，他到湖南省株洲市创办了少儿舞
蹈学校，用了 7 年时间，逐步成长为株洲
市区优秀舞蹈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0 年起，他开始创编少儿舞蹈作
品，并渐渐在圈内露出头角。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作品陆续在全
国少儿舞蹈比赛上收获奖牌，他也被中国舞
蹈家协会授予“优秀编导”“小荷之星”“优秀
指导老师”等称号，越来越得到圈内认可。

窦强表示创作之路是艰辛的，体验过
作品成功的光环萦绕，也经历过一个人在
角落里的黯然啜泣。通过6年间诞生7个
原创作品的高强度作业、历练，他得出一
些创作感悟：少儿舞蹈不同于成人舞蹈，
编创者要注意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
要从单一的模式和成人化的格局中走出
来，表现鲜明的儿童特色和时代感。

总结为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
是避免题材过大，文字意义大于舞蹈本身

则使舞蹈内涵无法彰显；二是避免成人
化，不能只从成人角度思考孩子们的内心
和动作特征等，编创者要从孩子的角度出
发，深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去，充分了解
儿童的生活习性，在与孩子们的共同生活
中提炼出少儿舞蹈独有的律动和语汇；三
是避免纯技巧化，舞蹈中不能盲目追求技
巧炫耀，而忽视了少儿身心特点和观众对
舞蹈的审美要求。最后，少儿舞蹈教育同
样不能忽视对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的传
承，要以生动活泼的舞蹈形式吸引孩子学
习，把红色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将红色精
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020 年他获评湖南省文联首批新文
艺群体领军人才，并由湖南省文联推荐参
加了中国文联第十五期全国中青年文艺
人才高级研修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创作
方法，也收获了更多珍贵的友谊。

在株洲市文联的影响下，他还为近百
名留守失独儿童减免学费，并资助舞蹈教
学用品，开始加入助残公益事业。看到特
校那些聋哑孩子们腾跃而起的身姿，遒劲
有力的臂膊，泛着灵光的眼睛，他下定决
心为他们无声的世界添彩，带着他们一起
舞动生命的奇迹。

他说，从学舞的青春年少时期，到如
今成为“湖南首批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
一路以来，他靠的都是追逐梦想的执着坚
持，初心不变的永不放弃，面对困难的坚
韧不屈。只要一直努力前行，平凡的生命
也能画出一条星光闪耀的轨迹。

回顾求艺路上，领导和同行们的鼓励
一直激发着他前行创作、努力专研深耕作
品，这让他在感受社会温暖的同时，也想
用舞蹈温暖回馈社会。

只要他一直在追光的路上，人生终会
光芒万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