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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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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青年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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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国人民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
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
担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亲
切关怀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高校考
察调研，多次同青年学生座谈、给他们
回信，倾听他们心声，指引他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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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
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全国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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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当代中国青
年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

爱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
在青年。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
动力。

2019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
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
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面对时代风云、家国重任，当
代中国青年在个人道路的选择上，更
加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得其大者可以
兼其小”的嘱托，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事业中。
时至今日，回想起向习近平总书

记汇报时的情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晓辉依然心潮澎
湃。

周晓辉是一名光荣的退役大学生
士兵。2011 年，正在读本科三年级的
周晓辉参军入伍，入伍期间，荣立抗洪
抢险三等功一次。退役后，他将专业
特长和军旅生涯紧密结合，创办军事
新媒体账号“一号哨位”，通过专业且
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军人故事、传播军
旅文化、传递军营正能量。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人民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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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
周晓辉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我们一定

要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历史的青春华章，不辜负习近平总
书记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和周晓辉一样，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的王思渝也一直记得当年收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兴奋。

2013 年 4 月 28 日，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 2009 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学
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与以

“中国梦”为主题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和
野外考古实习的所思所想。

几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就给大家
回信，肯定他们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理想和追
求，勉励当代青年珍惜韶华、奋发有
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提到了国
家的梦、民族的梦，这是考古学一直在
探讨的核心话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将
自己融入进去，持之以恒地探寻中华

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文脉根基。”
如今已是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的王思
渝，对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理解更加
深刻。

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
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还有数不尽
的周晓辉、王思渝，将爱国作为立身之
本、成才之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
上书写青春答卷。

心怀赤忱之志矢志报国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阶段，一系列“卡脖子”难题

亟待突破，无数工程“堵点”亟待疏通。
一支数量庞大的青年人才队伍，必将成
为我国奋力抢占制高点的雄厚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才抱有殷
切希望。在2021年9月的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他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
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
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新时代人才强国的号角已经吹
响，青年人才大有可为。

“汽车产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
业，我们必须从学术研究、技术攻
关、产业转化、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
上来努力，才能对未来智能汽车产业

发展作出贡献。”
很难想象，在 2019 年说出这番

话的倪俊，刚满28岁。
但他有足够的底气。彼时，还在

北京理工大学读书的他已拿下第四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总冠军，在学术上也有多项重量级
成果，在无人车领域是耀眼的青年明
星。

近年来，全国高校瞄准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国际学科前沿，建设一流
的科研平台，打造高水平科研创新团
队，在着力推动前沿基础和关键领域
技术创新的同时，也为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注入了原动力。 （下转第二版）

奋力奔跑正青春
本报记者 高毅哲

2016 年，郭俊从贵州大学茶学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贵州省湄潭县的茶企工作。2018 年，郭俊考入湄潭县中等职业学
校，成为学校的一名茶叶制作专业教师。图为近日郭俊（中）和他的学生在茶山上采摘茶青。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共青团
中央 2 日发布的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
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371.5万名。

其中，学生团员4381.0万名，企业
团员 565.1 万名，乡镇（村）团员 1327.4

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员 460.2 万名，
城市街道（社区）团员 456.8 万名，社会
组织和其他领域团员181.0万名。

全 国 共 有 共 青 团 组 织 367.7 万
个。团的地方委员会 0.3 万个，基层
团 （工） 委 18.4 万个，团 （总） 支部

349.0 万个。其中，学生团组织 183.8
万个，企业团组织 67.2 万个，乡镇

（村） 团组织 60.6 万个，机关事业单
位团组织 31.2 万个，城市街道 （社
区） 团组织 13.3 万个，社会组织和其
他领域团组织11.6万个。

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共有学生团员4381万名

春夏之交，万物并秀。在北京化工大学
昌平校区，玉屏山下“北化知行园”内千余
名师生正挽起裤管、挥舞锄头热火朝天地劳
动着。田垄上鲜红的党旗团旗迎风招展，田
间幼苗娇嫩欲滴，新垦的土地也散发出春泥
的清香⋯⋯“北化春耕图”跃然眼前。

以劳促建，健全“劳育＋平台”体
制机制

今年4月，北京化工大学正式启动“北
化知行园”建设，着力打造“劳育＋”实践
基地 2.0 升级版，现已发展成为学校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构建“五育并举”
育人体系的重要引擎。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
天伟在基地启动仪式上表示：“知行，即知
行合一。知行园的建设为全校师生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进行劳动体验、专业实践、科研训
练和党团活动提供了全新平台。”

荒地变良田，旧貌换新颜。经过一个多
月的前期开垦平整，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的基地被均分成 37 块园区。结合土壤土质
和用地需求，精准划分为标准示范区、创新
培养区和特色展示区，分别用作劳动教育课
程教学、日常劳动教育实践和精品项目展
示。水源、电源、排水沟、预留道路等基础
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

以用地规模化、运行集约化、项目多
元化为特色，北京化工大学构建了学院全
覆盖、学生全参与、党员全发动、管理全
链条、保障全方位的“五全”基地运行机
制。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宋来新介
绍：“学校将昌平校区暂无建设规划的闲置
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既发展了劳动教育，
又美化了环境，可实现学生人均 1 平方米
的用地需求，全校 13 个学院的特色项目已
全部入驻。”

随着“北化知行园”建设提速，学校
第一批劳动教育基地天工润泽园的张宇最
近格外忙碌：“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向我们

‘取经’，我很乐意将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大
家。”他指着学生手绘的标识牌高兴地说，从小范围开辟

“试验田”到大规模种好“责任田”，天工润泽园已升级
为“经管农场”，实践面积也拓展到 600 多平方米，“今年
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以劳促教，完善“劳育＋专业”研
学体系

番茄中如何能提取出苹果酸？辣椒究竟
是什么物质让人感到辣意？哪些植物能提炼
精油并制作生活中的精细化学品？⋯⋯带着
这些问题，化学学院化育苗圃把系列特色实
验巧妙融入园区的建设规划，真正让学生在

“精耕细作”中体验劳动带来的惊喜。
如今，知行园内各园区的建设过程不仅

是劳动技能和创意的比拼，还是专业特色和
环保理念的展示。北京化工大学北区办主任
苏建茹说：“‘劳育＋专业’研学体系打通
了体力与智力、课上与课下、实验与实践之
间的壁垒，让劳动教育变得趣味性更足、专
业味更浓、应用性更强，尤其是结合绿色低
碳等主题，鼓励学生在劳动教育中激发科研
热情，用科研成果反哺劳动教育实践。”

化工学院通过培育生态浮床植物支持校
内柳湖水体净化；生命学院组织低年级学生
种植中草药、高年级学生进行植物精油萃取
等专业实践；工程师学院回收开垦过程中收
集的秸秆等根茎，通过生物炼制工艺生产高
附加值产物；数理学院利用大数据、物联网
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智能监测，打造智慧农
业示范田⋯⋯

在“劳育＋专业”研学体系催化下，师
生的奇思妙想与园区内土地发生着一系列神
奇的化学反应，激发出人人在“劳中学、劳
中研、劳中思”的强劲动能，进而营造出

“知专业、爱专业、学专业”的浓厚氛围。

以劳促融，创新“劳育＋思政”育
人模式

“大家不要小看我们脚下的这块地，俗
话说‘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关键。大家知
道我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哪几次重要调整
吗？”宏德同馨园“同馨小课堂”上，辅导
员韩杰随手抓起一抔土向学生们提问。待讨
论结束，他补充解释道，刚才这个问题的答

案会伴随整个“同馨园”的建设，将再现新中国成立以来
土地制度改革的部分历程，在潜移默化中把党史学习的主
线贯穿始终，实现寓教于“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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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5 月 2 日，一名
家长带着孩子在宁夏
图 书 馆 阅 读 书 籍 。

“五一”假期期间，
不 少 市 民 走 进 图 书
馆、书店等场所阅读
选 购 书 籍 ， 品 读 书
香，乐享假期。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假期假期品书香

➡➡➡ 详见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鲁磊） 近日，四
川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印发 《四川
省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奖补资金管
理办法》，着力解决教师安居问题。

四川提出，此次义务教育教师安
身工程奖补资金指省级财政通过一般
公共预算安排用于奖励各地通过新
建、利用闲置资源改建教师周转宿

舍、发放租房补贴等方式实施义务教
育教师安身工程的转移支付资金。

四川明确，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
持各地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
实施对象是中心镇区和确需长期保留
的边远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离
家较远且确需在学校食宿的在岗教师

（含特岗教师、支教交流教师、新进无

房年轻教师、“县管校聘”流动教师
等），具体奖补项目包括周转宿舍建设
项目或房屋租赁项目。奖补资金管理
由财政厅会同教育厅共同管理，按照

“分类分档、定额补助、先建（租）后补”
的原则，采取据实据效的办法分配，即
根据各地符合条件的项目类别，按所
在地区对应项目奖补标准据实奖励。

四川着力解决教师安居问题
奖补资金用于新改建教师周转宿舍、发放租房补贴等

“云服务”拓宽毕业生就业路

关注大学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