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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还会有多冷？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权威解析极寒天气

(上接1版)
致敬英雄，弘扬抗疫精神——
2020年 9月 8日，北京人民大

会堂。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隆重举行。钟南山被授予“共和
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
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1499
名同志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称号；500个集体被
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称号。

这是对国之良士的由衷敬仰，
对抗疫英雄的深挚礼赞。

他们中有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
医护人员，有火速集结的“志愿红”“守
护蓝”，有喊出“我是党员我先上”“疫
情不退我不退”的下沉干部，有以实
际行动支持抗疫的普通人……在深
沉挚爱的热土，在英雄辈出的国度，
他们书写下撼天动地的英雄诗篇。

英雄的事迹，在中华大地广为
传颂。

2020年11月，一支涵盖了医务
工作者、疾控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
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物资生产
保障人员等各个群体的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组建起来。

报告会整合报、台、网、端、微、
屏资源进行全媒体传播，通过报告
团成员的视角，讲述抗击疫情波澜
壮阔历程、艰苦卓绝斗争、感人肺腑
事迹，真情阐释伟大抗疫精神的深
刻内涵。

英雄的功勋永载共和国史册，
英雄的事迹铭刻在人民心中。伟大
抗疫精神转化为团结奋进的强大力
量，鼓舞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道路上奋勇前进。

记录时代足音

凝聚精神力量

金秋时节，赣南大地硕果累累，

一派丰收景象。
江西省寻乌县，一座以“互联

网+农业”为定位的幸福小镇拔地
而起，一栋栋客家民居风格的建筑
里“农民网红”异常忙碌，金黄的
脐橙、香甜的百香果、爽口的猕猴
桃……通过互联网的魔力，走向全
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我国华南地
区最大的蛋鸡养殖项目——寻乌德
青源金鸡产业项目，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投产见蛋，昔日的废弃矿山，
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展示范园。

作为中宣部定点帮扶县，寻乌
今日的变化，犹如宣传思想战线助
力脱贫攻坚的缩影。宣传干部纷纷
挂职蹲点，文艺作品聚焦脱贫一线，
新闻记者走向地头田间……他们，
共同记录下中华大地最精彩的时代
故事。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紧紧围
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随“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铿锵足
音，推动经济社会宣传浓墨重彩、亮
点频现。

展现脱贫实践，讲述山乡巨变。
2020年6月，北京草木葱茏，正

值初夏。“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大
型采访报道在此正式启动。

近500家媒体、3000人次记者
奔赴祖国各地，历时5个月，采写制
作了一大批富有生活味、体现烟火
气的新闻报道，#打卡我的小康生活
#、#老乡的美好生活#等话题在互
联网平台引发关注，阅读总量超58
亿次。

3个月后，“百城千县万村调研
活动”启动。活动聚焦一个个县城、
乡村面貌的焕然一新，一件件群众
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加快落地，展
现出人民群众努力拔除穷根的拼搏
精神。

新闻战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脱
贫攻坚的感人瞬间，文艺战线用艺
术形式绘就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

决战决胜之年，电影《我和我
的家乡》、电视剧《枫叶红了》等影
视作品不断涌现，《遍地英雄下夕
烟》等专题片制作播出，让脱贫攻
坚的生动实践闪耀荧屏；以精准扶
贫首倡地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为
主线，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令无
数人为之动容；《在中国大地上》
《小康之歌》等大型主题音乐会隆
重上演，共同奏响人民自强奋斗的
时代交响。

宣传向好局面，提振信心士气。
宣传思想战线聚焦“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的历史性
跨越和决定性成就，全方位宣传报
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汇聚全
党全国智慧编制而成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深刻阐释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深
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生
动展现我国努力克服多重困难、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的喜人
局面。

从“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等创意
海报纷纷刷屏，到“坐着高铁看中
国”主题宣传见证中国经济的复苏
活力；从第一时间解读“六稳”“六
保”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到讲述浦东
和深圳等改革开放重要地标取得令
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宣传思想
战线充分揭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
复常态，保持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态势，为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
心、提振民心士气注入“强心剂”。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成风化
人、凝心聚力，筑牢道德高地，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厚植道德沃土，发挥榜样力量。
举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作出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的决定，持续发布“最美人

物”“时代楷模”“中国好人”……宣
传思想战线运用基层巡讲、新闻报
道、公益广告、文艺作品等形式，宣
传模范先进事迹，让榜样的力量带
动更多人奋力前行。

弘扬爱国主义，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020年以来，以《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为指引，围绕抗战
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重要时间
节点，宣传思想战线大力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爱国情怀激荡在亿万人
民心间。

“我们的节日”品牌活动愈加响
亮，一场场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活
动，展现出新时代传统节日新气象；
反对餐饮浪费渐成新时尚，越来越
多的人自觉“光盘”，不当“必剩
客”……无论单位还是学校、乡村抑
或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
层实践中，潜移默化走进百姓心田，
不断增强人民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

传递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形象

2020年3月26日晚，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一块15米长、4米高的屏
幕让“天涯”成“咫尺”。清晨、黄昏、
白天、深夜……身处不同时区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跨越时空，相聚云
端，就如何应对疫情举行特别峰会。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围绕疫情防控怎么办、经济复苏怎
么推，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中国倡
议，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同。

2020年，无论是第73届世界卫
生大会视频会议、中非团结抗疫特

别峰会、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
动，还是上合、金砖、APEC、G20四
大多边平台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
动，宣传思想战线聚焦“云外交”，全
方位、多角度向世界传递“中国经
验”，分享“中国方案”。

东方之约，中国之诺。特殊时期
的主场盛会尽显大国风范，也让中
国声音愈发清晰响亮。

2020年 11月 4日晚，形如“四
叶草”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流光溢
彩，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
式拉开帷幕。

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中国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展国
别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经贸
盛会，吸引了3000多名中外媒体记
者采访报道，让“中国声音”第一时
间传递到世界各地。

一年来，从服贸会、进博会，再
到广交会、东博会，在确保防疫安全
前提下，中国源源不断为世界经济
提供宝贵平台与动力，为世界了解
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打开了
一扇扇窗户，彰显中国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气魄与雄心。

开放合作，并不意味着“一团和
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上，
宣传思想战线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让“中国声音”始终嘹亮。

面对美西方国家蓄意挑起的经
贸摩擦，对“疫情源头”的恶意污名
化，在涉港、涉台、涉南海、涉疆、涉
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
涉，宣传思想战线及时批驳揭露境
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抹黑、“甩锅”
推责，一部部白皮书、一篇篇人权研
究文章相继推出，在舆论斗争中拨
开思想迷雾，让中国负责任的世界
大国形象更加清晰，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身份更加彰显。

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谋
发展。开放而自信的中国向世界绽
放出别样光彩。

中国思想启迪世界——
2020年9月，第27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首次移师线上，以“云书
展”的方式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喝
彩。一大批中国原创精品出版物亮
相，吸引了世界目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
文版等一系列阐发中国思想的理论
书籍“圈粉无数”，成为众多出版物
中的“明星图书”，广受赞誉。

“这部著作为我们进一步了解
当代中国的发展打开了新窗口。”中
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海德堡大学
医学院教授托马斯·拉贝在当地的
推介会上这样说道。

“中国流量”打动世界——
澄净的眼神、纯真的笑脸，淳朴

的藏族小伙儿丁真从四川甘孜走
来。他的“粉丝”不只有中国人，从日
韩到欧美，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位如
高原山水般纯净的少年。

被日本网友称为“从动漫走出
的美少年”，丁真如今已成为家乡的
新“名片”。视频镜头所及之处，是牧
牛、赛马、美景、美食，是脱贫后的家
乡。这名新晋中国“网红”，为海外打
开了又一扇见证中国美好故事的
窗户。

打动世界的“中国流量”又何止
丁真。从“九章”到北斗，从“奋斗者”
号万米海试归来到“嫦娥五号”划过
璀璨夜空，越来越多讲述中国发展
故事的“网红”走向世界，古老而多
元的中国形象越发鲜活生动。

号角已吹响，击鼓又催征。
2021年的大幕刚刚拉开，在中

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步伐已经开启。

满怀光荣梦想，肩负使命重任，
新起点上的宣传思想战线意气风
发、矢志前行。

（新华社 王子铭 丁小溪 王鹏
孙少龙）

冷透了！
1 月 6 日早上，寒潮如约而

至，北京气温-10.6℃，呼和浩特-
25.2℃。强冷空气将继续深入，华
北、黄淮等地气温将创入冬新低。

去年12月底以来，冷空气轮
番来袭，大江南北一起喊“冷”。这
是不是传说中的“最冷”冬季？今
冬还会有多冷？笔者6日专访了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权威
解析极寒天气。

● 平均温度排名“还
没进前5名”

笔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
受寒潮影响，东北地区南部、华
北、黄淮、江淮东部的部分地区气
温将创入冬以来新低，其中沈阳、
北京、济南、上海等地气温有可能
创下或接近20年来的新低。

冷，似乎成为今年入冬以来大
家的共同感受，还有人说已经好多
年没有经历这么冷的冬天了。

宋连春介绍，入冬以来（2020
年12月1日至2021年1月5日），
我国除西藏大部、四川西部、云
南、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气温较常

年同期（1981-2010年平均）偏高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与常
年同期相比接近或偏低，尤其西
北地区北部、内蒙古大部、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气温偏低2℃以上。

总体上看，入冬以来，全国平
均气温-4.4℃，较常年同期偏低
0.6℃，为自 2000 年以来的第 6
冷，2013年以来第2冷。

很多人对前不久的“岁末寒
潮”印象深刻。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1
年1月1日，我国发生一次全国型
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超过8℃的面
积有321万平方公里，超过12℃
的面积有122.7万平方公里，超过
14℃的面积有40.7万平方公里。

宋连春表示，这次“岁末寒
潮”影响范围广、强度强、部分地
区风寒效应明显，但从排名看，这
次寒潮也仅仅排在近10年来的
第6位。

● 一年里最冷的时
间来了

眼下是隆冬时节，尤其1月中
下旬全国气温处于全年最低的阶

段。可以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正
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段时间。

从未来预测看，后期还会有
冷空气活动，强度达不到过去这
两次全国型寒潮的程度，但部分
地区的气温还有可能会持续偏低
一段时间。

宋连春表示，1月中旬后期开
始，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逐渐回暖
到接近常年同期，2月全国大部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概率
较大。

他说，目前冬季还未过半，还
不能说今年冬季是近年来最冷的
冬季。

从过去几十年全国冬季平均
气温来看，整体呈增暖的趋势，并
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数冬季
气温都较常年同期偏高。但这两年
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气温都出现
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的现象。

●“一南一北”两因
素导致气温偏低

气候受多重因素影响。宋连
春表示，今年冬天比较冷的原因，
主要是“一南一北”两大因素导

致的。
第一就是北极海冰。
北极可以说是冷空气的老

家。“去年秋季，北极海冰为历史
上第二少。”他说，海冰少，就意味
着北极温度高。北极上空的极地
涡旋，本来起着将冷空气锁定的
作用，然而一旦北极温度升高，海
冰减少，极地涡旋就会减弱，冷空
气会随之南下。这是强寒潮发生
的背景。

从监测情况看，这个冬天北
极的极涡比较弱，非常有利于冷
空气从高空一路南下入侵。

极地冷空气南下会有两个走
向——欧亚或北美洲。目前来看，
今冬北美洲气温并不低，冷空气
偏向欧亚地区，包括我国在内的
欧亚地区降温幅度很大。

第二个原因是赤道中东太平
洋目前处于发展盛期的拉尼娜事
件，对我国冬季气候有明显影响。

宋连春说，一般而言，受厄尔
尼诺事件影响，全球暖冬概率较
高；受拉尼娜事件影响，冬季全球
温度偏低的概率较大。

拉尼娜事件会有利于冷空气
从高纬度地区南下，同时，影响我

国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和强度也会
发生变化，难以阻挡冷空气南下。

● 气候变暖≠冬天
不冷

全球气候变暖了，为什么寒
潮还这么凶猛？

宋连春表示：“并不是气候变
暖，就没有寒潮了。”

实际上，气候变暖导致了气
候更加不稳定，暴雨洪涝、高温热
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其
中，寒潮也是一种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

因此，冬季平均温度比常年
偏高，极端的寒潮天气过程，两者
同时存在正是气候变化典型的
响应。

“我们要高度重视气候变暖
带来的气候风险。”宋连春说，比
如强寒潮会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应该做好足够的应对
措施。

他提醒，全社会一定要树立
气候风险意识，要提早防范、提早
应对气候灾害带来的风险，减少
损失。 （新华社高敬）

“农家书屋·脱贫奔康”
农民读书

网上征文活动启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
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根据四川
省2020年“农民读书月”活动的
安排，将在全省开展农民读书网
上征文活动，集中反映农家书屋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读书明理、脱
贫致富、积极奋进的生动故事和
心得感受，对其思想观念、生产
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可喜变
化，展现四川新时代乡村风采及
农民群众良好精神风貌，引导更
多农民走进农家书屋，形成浓郁
的读书氛围，进一步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
升乡村德治教化能力，不断满足
新时代农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
活的新需求。应征优秀作品将在
有关媒体上选登。

主办单位：四川省委宣传
部、农业农村厅、省总工会、团省
委、省妇联

承办单位：四川省全民阅读
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四川党建期刊集
团、四川农村日报社、精神文明
报社

征文主题：农家书屋·脱贫
奔康

征稿内容：作品应紧扣主
题，讲述农民群众通过走进农家
书屋参与阅读，读书明理、脱贫
致富、积极奋进的生动故事和心
得感受，反映农家书屋对其思想
观念、生产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
和可喜变化，展现四川农家书屋
在助力“双决”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四川新时代乡村风采及农民
群众良好精神风貌。

写作要求：文体不限，要求
短小生动，朴实真切，言之有物。
字数在1000字以内。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3月31日。

投稿方式：投稿至精神文明
报社电子邮箱：scwmw@163.
com；来稿请注明“农民读书征
文”主题，以及作者真实姓名、工
作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
信息。也可寄送至成都市青羊区
青羊工业园区T区2栋8楼（邮
编：610091）。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
奖6名，三等奖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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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河南
新增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45.81万人

新华社郑州1月7日电（记者
韩朝阳）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截至2020年年
底，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
3086万人，其中省内就业1850万
人，省外输出1236万人。2020年
河南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5.81万人。

2020 年，河南开启政府搭
台、人力资源企业运营、大数据
牵线、个性化服务新路子。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河南与农民
工输入较多的浙江、广东、江苏、北
京、上海5省(市)建立省际劳务协
作对接机制，制定与重点省市开
展劳务对接的工作方案，保障农
民工外出务工渠道畅通。

同时，越来越多农民工回乡开
启创业路。截至2020年 11月底，
河南新增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
人员15.0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