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一次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习近平总

书记念兹在兹，引领全党一同走近青年、倾

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教育青年、引

导青年。

这一幕雨中场景，令无数青年人感到

温暖。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

国科技大学。考察即将结束，走出图书馆时，

天空下起雨来。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到送别的同学们中

间，挨个儿握手。就这样持续了十多分钟，雨

水打湿了总书记的衣服和鞋子……

在场的青年学子说：“总书记的手温暖、

有力，给人以力量。”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

人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定下的

一条原则。

从未名湖畔聆听青春诗会到清华园内

察看技术实验，从航天城的青春对话到巢湖

之滨的青年座谈……每到青年人的节日，无

论多忙，习近平总书记总要来到青年人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听取青年心声，感受青春

脉动。

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勉励青年劳动者“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鼓励青年志愿者“以实际行

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鞭策青年官兵

“争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话语、殷殷嘱托，指引

新时代青年担起时代重任，为实现中国梦锲

而不舍、驰而不息地顽强奋斗。

倾心呵护 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青年

工作高质量发展

2014年12月20日，一堂生动的中华文

化“公开课”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举行。

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总书记来

到这里，应邀参加师生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与

当代青年”主题沙龙。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

者、忠实学习者。”习近平总书记分享起自己

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在，一有

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

益。读小学时，就看了《水浒传》和《三国演

义》。后来做了七年农民，也一直在学习、在

积累。至今，只要有闲暇，推开中华文化宝库

的大门，仍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

身教胜于言传。亲身经历、切身体悟的

亲切交流，总是让青年人深受启迪。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大学同师生座谈。博士研究生秦冲说到，

自己打算毕业后先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再

回国从事新药品的研发。

总书记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面临出

国、工作的选择，但最终“想做点儿事”的想法

让他选择留在了国内，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事，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

是有意义的人生”。

语重心长的话语，让秦冲深有感触。后

来，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从事抗肿瘤药物的

研发。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

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同青年朋友

谈及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励青年奋斗逐梦。

论修身，总书记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

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引导青年养成正确的

价值取向。

谈学习，总书记回忆上山放羊、抽空看书

的知青岁月，强调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

时期，应该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

成就的观念。

讲健体，总书记介绍自己的体育爱好，勉

励青年人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

得棒棒的。

看天下，总书记希望各国青年用欣赏、互

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添砖献瓦……

从坚定信仰到树立信心，从为人修身到

求学择业，从身心健康到创新奋斗……习近

平总书记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

和规律，用青年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指

引他们迈好人生的每一步。

2022年4月2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正式发布，客观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青年发展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2018年 7月 2日，北京中南海，习近平

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

此前几天，共青团十八大闭幕。习近平

总书记对大会取得成功、对当选的团中央新

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同时语重心长地说，

“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

头学理论、强信念，讲政治、严自律，促改革、

抓落实，改作风、守规矩，把新时代共青团的

好形象树起来”。

青年者，常为新；青年工作，也须与时

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青年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

置，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动青年工作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

脉，面向的是未来”；

“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

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

工作”；

“做团的工作，要牢记‘自古英雄出少年’

的道理”；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终保

持先进性”；

“坚持以青年为本，着力增进对青年的感

情，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

从战略地位到目标任务，从职责使命到

路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提出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

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

的青年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召开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拉

开了共青团深化改革的大幕。《共青团中央改

革方案》《全国青联改革方案》《学联学生会组

织改革方案》《中央团校改革方案》等相继印

发，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共青团的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制

定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发布，

明确党管青年原则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从

顶层设计层面对青年发展作出了战略擘画。

沿着党中央对青年工作指引的道路，各

级团组织和团干部的政治站位、政治能力明

显提升，为党担当尽责、扛事分忧的自觉性持

续增强。服务青年工作机制优化，千方百计

为青年排忧解难，广泛组织动员青年建功新

时代。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基

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

初步形成。

梦想召唤 不懈奋斗
—— 广 大 青 年 在 新 征 程 上

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2022年4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二层

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青春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受表彰的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代表、突

出贡献个人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习

近平总书记微笑着说：“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8年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鼓励。”武大靖激动地回答。

“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

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冬奥开幕

前夕，总书记这样鼓励武大靖和他的队友们。

同小球员撞肩，祝女排队员凯旋，给冬奥

健儿回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支持下，

中国青年在体育竞技场上拼搏奋进。

决胜，岂止在赛场。青春，昂扬在海天。

2021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亲切通话。当时，为这场“天地对话”保驾护

航的航天科技人员许多是“80后”“90后”，让

人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蓬勃力量。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想起这一细节：“大部分

都是年轻人，三四十岁，但都是重要岗位的担

当者。”

“墨子”“天问”“嫦娥”，这些寄托着民族

复兴梦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科技人才

的身影——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

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

眼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

“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

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

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鼓励下，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豪情满怀，经得起风雨、受得住磨

砺、扛得住摔打，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

歌猛进的亮丽风景。

2021年7月21日，正在西藏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嘎拉村。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90后”大学生村官

黄海芬见到总书记，激动得心怦怦跳。这名

潮汕女孩在广东上大学毕业后，放弃白领工

作，怀揣梦想奔赴雪域高原。

“将来留在这里吗？”习近平总书记问。

“留下！安家啦，爱人在隔壁村，也是一

起来西藏的。”黄海芬腼腆地笑了。

“从沿海到高原，这里需要人啊，你在这

边好好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她。

殷殷话语，如春风拂过心田。黄海芬努

力点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

从脱贫攻坚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热土，

无数青年挺身而出，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

融入党和国家的“大蓝图”，把汗水挥洒在祖

国大地上，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

祖国西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望无际。

每天上午10点，“90后”杨兴准时来到采

油作业区。他打开记录本，紧盯机器，“磕头

机”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吱呀吱呀”，宛如青

春之歌的韵脚。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20年，杨兴和110多名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毅然选择奔赴

新疆基层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回信，支持同学们

的人生选择，并勉励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

民多作贡献”。

言简意深，纸短情长。中国有梦，青春

无悔。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

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到基层

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

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河北保定学院西

部支教毕业生等都收到总书记这样嘱托殷

殷的回信。

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把

边疆和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在磨砺中见风

雨、长才干、壮筋骨，书写着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

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9年在

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寄

语希望工程，强调进入新时代，共青团要把希

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

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党有号召，团有

行动。

“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革开

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为共青团紧紧围绕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

点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推选活动……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共青团广泛选树优秀青年典型，用榜

样力量激励青年奋发成才；“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围绕创新创业，在共青团搭台助

力下，广大青年在强国之路上尽显青春风采；

在抗疫一线组织青年突击队，在脱贫攻坚战

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在新时代的

广袤天地贡献智慧力量。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2021年7月1日，党的生日，青春飞扬。

回溯百年，南湖之畔、风雨如磐，一群风

华正茂的青年人于一叶红船中开启引领中国

的世纪远航。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如今，红旗漫卷、征途如虹，在被装点成

“巍巍巨轮”的天安门广场，习近平总书记发

出赢得未来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

的殷切期望！”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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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题记】

“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
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
青年的最好成绩！”

——习近平，2022年 4月 25日，
中国人民大学。

（一）引子

青春何谓？青年何为？

神舟归来，英雄回家！“摘星星的妈妈回

来了”……

曾经农家小院里仰望星空的少年，乘着

儿时种下的梦，扶摇直上九万里，巡天遥看一

千河，摘星揽月，俯瞰大地。何其壮哉！这就

是青春该有的样子——英姿勃发，追逐梦想，

直到成真。

五月花海，百年盛放。

有太阳的牵引，有梦想的指引，中国青年

朝气蓬勃，奋勇前进！

（二）旗帜

“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昭示信念、指明

方向！”

时针拨回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自此，一路追

随，中国青年运动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00

年来，一大批青年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崇高

梦想，听党号令、跟党奋斗，将自己的命运和

党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

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对比过中西两种

制度的钱学森曾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

回国近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使我体会

到党的伟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

标的伟大，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

的事业。”

穿越百年，今天，我们是以“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为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下，不忘

初心、勇毅前行的那一辈——

疫情来袭，青春的身影，挺立在抗击疫情

最前沿；暴雨滂沱，青春的力量，在汹涌的洪

水中筑成堤坝；乡村振兴，青春的脚印，总向

困难最深入迈进……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立足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

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

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复兴栋梁、强国

先锋”……青春的誓言，在神州激荡。

向着光，奋力奔跑，我们用最好的成绩证

明——中国青年，是这个世界上最炫的那一片！

（三）立志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青年成就

梦想的舞台。

心中有梦，即便偶尔迷茫一时失意，也绝

不放弃，因为壮志在胸。日夜伏案桌前，哪怕

书山题海，也有条不紊攻克……

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当你渐渐练就一身仗剑天涯的本领，就

开始懂得，成才没有捷径，今天的悬梁刺股，

都是为了明天的光荣绽放。“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不负人民”，誓言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你为这个时代奋起，中国将因你而崛起。

“高三以来，几乎没有12点前睡觉、6点

后起床。如今坐在梦想的学府里，我有了更

大的梦想。我不确定现在的我是否算得上优

秀，但我比从前更笃定、更坚定。”在网易云热

评中，一位年轻人的话获得上万人点赞。

在给年轻人的信里，张桂梅这样写道：

“人生在必经的‘寒冬’里，也带着必然的希

望。”有梦的人，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也把梦

想交到了孩子们手上，有了梦，他们就会一直

往前走。

如今，希望工程那双饱含读书渴求的“大

眼睛”，已成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大山里的

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又回到华坪女高教书；

小山村的泥瓦匠，走进人民大会堂为农民工

代言……青春的梦想，在社会的大学里，学以

致用，发光发热。

是啊！通往光荣的道路不会总是鲜花铺

就。但我们相信，年轻的心一旦被梦想点燃，

就会有登高望远的志向、百折不挠的雄心、水

滴石穿的坚韧！

（四）奋斗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国，何

事不敢为？”

青春何其宝贵，每个人只年轻一次。青

春是易燃品，一把梦想的火炬足以把它点

燃。当青春与家国大义相连，你甘愿扑向梦

想，把自己点燃，用光去照亮大地，用热去温

暖人间。

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

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

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

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中国梦，青年心。当青春的梦想汇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你甘愿把年轻的

一切，交付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于是，我看

到你在平凡岗位上挥汗如雨，我看到你在急

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时代的风雨里经

受磨砺，哪怕付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脱贫攻坚战场上牺牲的唯一一对“90后”

夫妻，28岁的吴应谱和23岁的樊贞子在从贫

困户家返回的途中发生车祸，婚房他们只住

了不到7天，大红灯笼点缀着家门，门前却贴

上了白色挽联……

黄文秀深夜冒雨奔向牵挂的村民，返程途

中还在询问村里的情况。雨夜凌晨，山洪袭

来，她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表

彰大会上，父亲替她戴上大红花，悄悄抹泪。

当疫情突如其来，孩子般脸庞的你，学着

大人的样子治病救人，脸上印痕深深，口中却

说：“非典时你们保护我，现在换我来守护你

们！”两次请缨支援湖北的梁小霞，青春永远

停留在28岁，她在火线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

写道：“医院党员纷纷‘请战’，他们感动着我，

激励着我加入到党的队伍中……”

是宝剑，是火花，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

彗星之迅忽——祖国不会忘记，有多少青春，

不计一时得失、不畏山高水远，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肩扛责任，默默奋斗。

有人说，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是这个

国家的年轻人。

你让我看到，只要国家一声召唤，你就是

积极的行动者、热忱的奋斗者、果敢的冲锋

者、勇毅的牺牲者。新时代正温暖而有力地

拍打着你的肩膀——“好样的，堪当大任！”

（五）信仰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每一代青年的梦想，都有信仰的底色。

100 年来，华夏青年的梦想，就是中国红。

100多年前，那个年代最先觉醒的年轻人，高

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义无反顾投身革

命。青春的呐喊，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在风

雨如晦的中国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穿越百年，信仰的颜色愈发殷红耀眼——

双目失明的排雷英雄杜富国，每当听到

国歌军歌，依然会举起失去手掌的胳膊，庄严

地行一个标准的军礼；巍巍喀喇昆仑高原，边

防团长祁发宝张开双臂，将自己站成祖国的

界碑，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他们

为祖国战斗不息，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的深情告白；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团队平均

年龄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

眼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0岁；无数“90后”“00

后”闪耀2022冬奥赛场……

青春的火焰熊熊地燃，只因心底深深的

爱——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灿

烂文明，爱脚下这片厚重而沧桑的土地，爱这

片土地上勤劳、勇敢、质朴的人民。爱是信仰

的表达，爱得越深沉，信仰的颜色越夺目。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梦想在接力，信

仰在传承，一代代青年用实际行动告慰先

贤。而今，点点星火已然变成燎原的赤焰！

五月的花海，百年的芬芳。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之年。时代

向前、青春向党，一代代青年肩负责任使命，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

花。如何在新征程上执炬向前，时代等你用

行动作答——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

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

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

追求中。

加油啊，你一定能跑出最好成绩！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新华社记者 孙闻 王明玉 王研

（上接第一版）上班第一天，他在自己的日志里

写道：“立志有朝一日成为全厂最好的炼钢工。”

他每天和工友们一起摸爬滚打，甩开膀子

干；勤学好问，见缝插针地挤时间向老师傅请

教。两年多的时间，唐笑宇便从上料工、合金

工，逐步成长为一名干练的炼钢工和转炉炉长。

当炉长后的第一年，唐笑宇摸索出260

吨转炉留渣冶炼方法，有效降低了钢水终点

磷含量，还成了河钢邯钢第一个实现单炉座

对整个浇次IF钢冶炼的炼钢工。

为了破解“少渣冶炼”这一转炉冶炼中的

技术难题，唐笑宇查阅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

炼钢实践经验，率先实行“留渣冶炼”工艺，将

260吨转炉的转炉工序灰耗降到每吨钢15公

斤。仅此一项工艺，每年为企业带来效益

2000余万元。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开拓创新 技术引领
2017年以来，河钢邯钢开始将“降铁增

钢”作为一项增产创效的重要抓手，然而，一

项新工艺的投用必将对原有的生产组织和产

品质量控制带来一定的冲击。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把工作做扎实，这

样才能制定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作

为转炉炼钢技术骨干，唐笑宇看在眼里、急在

心头。

一炉一炉记录数据、一条一条进行分析；

优化转炉操作，持续改进焦炭、硅铁配加提温

工艺……最终，唐笑宇设计出了“降铁耗补偿

硅铁增硅计算”小程序指导生产，并提出了

《减少鱼雷罐数量，提高入炉铁水温度合理化

建议》，不但带来了100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还产生了降铁增钢、环保等多项社会效益。

经过革新，企业实现钢水气体氮含量命

中率的逐月提高，在降铁耗的同时恢复品种

钢的合同兑现率到100%……一批创新的节

能减排技术在生产中应用，助力企业走上绿

色发展的新路子。

“荣誉代表着中国”

勇夺冠军 为国争光
2018年4月10日，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

总决赛在印度孟买开赛。总决赛任务是在2

小时内采用二次精炼模拟系统，以最低成本

精炼一炉目标钢种。

“我深知，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保证夺

冠，所以从比赛前两个月，我就开始加倍练

习，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唐笑宇回忆。

加入大量铌、铬、钼、镍等合金，严格控制

硫、磷和氧的含量，再经过大量复杂计算……

唐笑宇与世界4个地区锦标赛冠军选手展开

角逐。志有定向，功在日常。最终，唐笑宇以

“绝对的实力”，用最低成本最先模拟精炼成

功，获得职业组总冠军。

“当我走上颁奖台，我的胸前佩戴着一面

鲜艳的五星红旗胸章。”那一刻，唐笑宇至今

难忘，声音里满是激动，“荣誉不仅代表我，还

代表着河钢，代表着中国！”

唐笑宇：立志钢铁报国 铸造青春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