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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产党成立共产党成立 100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 要 以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年 要 以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为己任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 气骨 气 、、底 气底 气 ，，不 负 时 代不 负 时 代 ，，不 负 韶不 负 韶

华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广 大 高 校 青 年 学 生 纷 纷 表广 大 高 校 青 年 学 生 纷 纷 表

示示，，要听党话要听党话、、跟党走跟党走，，在中国共在中国共

产党的旗帜下产党的旗帜下，，把青春奋斗融入把青春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我们选我们选

取一些高校青年学子的故事取一些高校青年学子的故事，，倾倾

听他们以实际行动听他们以实际行动，，对党许下的对党许下的

青春誓言青春誓言。。

——编编 者者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不忘

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奋斗正青春！

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7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

献词。这不仅是一代青少年向党许下的铮铮誓言，也是广

大青少年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道路上，以青

春之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春宣言。

青春宣言，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也回响在神州大地

每一个角落。对于全国广大青少年而言，无论是参加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活动，还是学校日常开展的赓续红

色血脉的教育活动，都是难忘、深刻、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都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担使命的生动课堂。

尤其是广大高校青年学生，学习感悟党的百年征程，增进

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感悟，坚定了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

族梦想，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决心。

青春宣言，体现为言语铿锵，也已转化为勇于奉献担当

的实际行动。潜心科研，以智慧和才学为国家科技创新助

力；志愿服务，以青春和热情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

热心支教，用知识和爱心照亮大山深处孩子们的梦想；投身

军营，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服务乡村

振兴，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大地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用奋斗为青春写下生动注

脚，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才智。

青春宣言，深埋于广大青年学生心中，也厚植于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生动育人实践里。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广

大学校、教师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四史”类思政课

程，引导广大学生强化理论武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人民

情怀，以更强烈的责任担当，创新育人形式、拓展育人载体，

开展红色育人实践，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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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书写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已经深植

于每个青少年的心中，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展望未

来，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道路上，新一代青年

人正以青春奋斗之姿，从见证者成长为建设者，勇担使命、

堪当大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

当。听，“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正是新时代青年学生对党

和人民的坚定承诺！

以青春之我
助力伟大复兴

赵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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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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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对于四川农业大学农学

院研究生朱嘉心来说并不清闲。驻扎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马铃

薯科技小院，白天埋头田间、培育推广

马铃薯品种，晚上挑灯夜读、撰写调查

研究报告，“日复一日，虽然辛苦却无比

充实，”朱嘉心说，这是科技小院学生的

普遍感受。

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布拖县，是彝族

聚居的高寒山区半农半牧县。这里土

壤贫瘠、水资源匮乏，耐寒耐旱的马铃

薯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 以 前 种 土 豆 ，就 是 挖 个 坑 丢 下

去，看天吃饭，储存方法也往往不当。”

农学院三年级研究生冉爽是第一批进

驻布拖县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学生，她

说：“越是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越是

信心满怀。”

“但现实远比想象中的困难。我们

到村里才发现，因为方言缘故，我们和

村民几乎无法交流。”冉爽回忆道：“那

时候，我们团队几名党员积极带头，大

家没事就凑在一起想办法。我们请村

里读过书的年轻人、驻村书记等村干部

帮我们翻译，后来又找专业的彝语和汉

语双语老师帮我们录制科普视频。在

村里，难题很多，但迎难而上，就一定能

解决！”

一开始免费给村民提供种薯、动

员村民学习种植技术，村民们还将信

将疑、不敢让出土地，而现在大家主动

上门咨询种植技术、积极试种马铃薯

新品种，“这样的改变让我们从心底里

感 到 满 足 ，觉 得 一 切 努 力 都 充 满 意

义。”冉爽说。

目前，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有 60
余名师生先后前往布拖县马铃薯科技

小院进行扶贫工作，长期入驻研究生达

20 人，开展集中培训 100 余次、现场技

术指导 700 余次。在生产一线发现问

题，进而展开课题研究，科技小院的科

研成果也是沉甸甸的：研究生累计撰写

工作日志 2200 余篇，形成报告或论文

30 余篇。

“我的老师、师兄师姐们也都在这

里奋斗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

当地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我们共同

的心愿。”朱嘉心说。

四川农四川农业大学业大学““科技科技小院小院””学生学生——

扎根田间 技术支农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有信仰”，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

党史系 2017 级本科生张志强学到的

开学第一课。“同学们，你们才大一，必

须好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

党 的 重 要 文 献 ，努 力 成 为 有 信 仰 的

人！”新生研讨课上老师的谆谆教导，

被张志强牢牢记在心上。

一有时间，张志强就捧读经典著

作，“通过读书学习，我的思想认识有了

很大提高，也更加坚定了入党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系

统中最早专门开展中国共产党历史教

学和研究工作的高校。80 多年来，学

校从延安来到北京，“初心是什么”始

终是镌刻在一代代学生心头的记忆。

目前，该校中共党史学科各类毕业生

逾 5000 人。

“有信仰”，在中共党史系 2018 级

本科生薛思齐的心中，有着沉甸甸的

分量。2018 年，他和同学们来到重庆

市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与村党支部

书记周康云一起为扶贫出谋划策。没

想到第二年再来，村里的中药材种植

基 地 建 起 来 了 ，周 书 记 却 再 也 见 不

到了。

“一次汛期暴雨中，周书记上山给

贫困户修水管，路上不幸遇难。我还

记着周书记的话，要是我们共产党员

不管贫困户，谁能够去管他们？”薛思

齐的眼圈红了，“这就是一名共产党人

的担当！”

“有信仰”，在中共党史系 2018 级

本科生周文鹏心中，有着激动人心的

回忆。“那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当

我和同学们一起挥舞着旗帜，高呼‘祖

国万岁’时，不禁热泪盈眶！”

近年来，在深圳特区、福建龙岩等

地的实践调研中了解国情民情，中共

党史系的学生们认识到，“要真正把所

学和所行结合起来，把青春写在中国

大地上”；在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

感悟革命精神，学生们认识到，“要继

承革命先烈遗志，弘扬革命英烈精神，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学生们争当志

愿者，“我们要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

壮成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直播，中共党史系的学生们热血沸

腾，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以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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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共党史系学生学生——

知行合一 坚定信仰
本报记者 张 烁

7 月，对于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赵延宽来说，是一

段忙碌的日子，因为漫山遍野的百合又

到了收获的季节。

“白天太晒，我们就夜里架灯挖百

合，避开烈日采挖出的百合色泽洁白，

而且更耐保存。”看着一株株耸立的百

合，赵延宽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农户们

的日子也像这百合一样，越来越好。”

赵延宽，“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百年好合”项目团队负责人，致力于为

革命老区井冈山的百合产业提供种植

规划、加工营销等全产业链服务。

谈 起 项 目 初 衷 ，赵 延 宽 说 ：“2017
年 ，我 刚 入 大 学 ，在 学 校 广 播 里 听 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第 三 届 中 国‘ 互 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的大学生的回信。‘扎根中国

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

智 慧 才 干 ’，总 书 记 的 勉 励 我 牢 记 在

心。当年秋天，我跟随老师到井冈山参

加科技扶贫活动。看到大片荒置的山

地、传统的生产模式，我就在想：如何将

荒山变金山？我们青年学生能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做些什么？”

带着这样的想法，赵延宽带领团队

深入荒山林地，分析地理环境，展开实

地调研。针对莲花县 10 万亩荒山，团

队制定了山地百合种植产业模式，目前

已发展卷丹百合和龙牙百合种植 1.2 万

亩；针对井冈山旅游胜地和林地多的特

点 ，团 队 量 身 定 制 了“ 大 百 合 生 态 农

业+旅游”的产业模式，并在神山村和

上井村等地进行示范，产生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为解决百合销售问题，团队成员们

摇身变成“带货主播”，依托淘宝、微信公

众号等网络平台，一边宣传井冈山风土

人情，一边打开销售渠道；为进一步提高

农民收益，团队寻找合适的加工企业，制

成百合粉、百合干片、百合花茶……

每年 7、8月份是百合上市的季节，赵

延宽有时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虽

然辛苦，但是农户收获后的笑容，就是我

们最大的满足。”赵延宽说：“在红色基因

哺育下成长的我们，是井冈山精神的传

承者，我们一定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

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井冈山大学参赛学生赵延宽井冈山大学参赛学生赵延宽——

发展产业 促农增收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杨老师，欢迎你们来上海！”

“小孙，一年不见，还是这么阳光！”

6 月 28 日，上海浦东机场，华东师

范大学法学院研一学生孙茂霖接到了

几位老朋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武定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们。

距离上海 2000 多公里的云南楚雄，

是孙茂霖的故乡，也是他曾支教的地方。

“我是通过高考从祖国的西南地区

来到上海的，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的 4
年，让我深知教育的力量。”得知学校招

募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时，孙茂霖决定报

名参加。“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为家乡

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他说。

武定县位于群山环抱中，2020 年 5
月脱贫摘帽前，武定一中有 800 多名学

生的家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孙茂霖

班上就有 20 多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他曾一度担心线上教学效果。

贫困生怎么听课？当地免费提供

设备，开通大额免流量套餐。偏远村子

有没有信号？班上住得最远的己衣乡

的学生说，村里已经通了网，如果信号

不好，还可以到村委会“蹭网”。“我不仅

为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动容，更为脱贫

攻坚、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而自

豪。”孙茂霖说。

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孙茂霖还希望

用专业知识为乡村法治教育作贡献。

支教时，他发现不少教师在开展普法课

程、制定校规班规、防范校园欺凌等方

面需要更具体的指导。

回到上海后，孙茂霖在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筑梦”计划中申请了法治教育

项目。今年 6 月，武定一中教师的上海

行就是筑梦计划的一部分。华东师范

大学法学院党委将聚焦中学法治教育

需求，在法治教育师资培训、资源共享

等方面提供支持。

带领武定一中的老师在上海调研

时，一个瞬间让孙茂霖十分难忘——中

共一大纪念馆旁，他们在党旗下合影。

“革命先辈们的精神激励着我，要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支教结束后，孙茂霖就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如今，正在读研究生的他也在思考

自己的人生规划：“未来，我希望有机会到

基层工作。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茂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茂霖——

山区支教 点亮梦想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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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天津师范大学举行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活动，学生们合影留念。

史 嵩摄（影像中国）

图②：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在科技小院工作。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③：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在开展支教活动。 王 正摄（影像中国）

图④：北京密云，清晨的古北口长城。 杨 东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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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疫情防控专线流调员，您在

餐厅吃饭坐几号桌”“回忆一下还去哪

了”……广东佛山南海区疾控中心电

话流行病学调查室，25 岁的邓扬持续

两周重复着类似问题，一天下来，耳朵

嗡嗡作响。“这是跟病毒赛跑！”她说。

邓扬，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抗

疫志愿者，今年 6 月和流行病学与医

学统计学、预防医学专业的 28 名同学

组成服务队。协助流调、分析、采样，

省卫健委、省疾控中心、广州疾控中

心、佛山南海区疾控中心都能看到他

们忙碌的身影。

邓扬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主动

利用卫生管理专业知识提出关键点优

化建议，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他们

刚到，就同一线人员冲锋在前，无条件

服从安排。大家充分发挥专业所长，

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

的！”佛山市疾控中心主任陈爱贞说。

“林宗珏思路清晰，王胜浩加班最

晚，陈鸣禹功底扎实……”作为南海区

服务分队临时团支部书记，邓扬对每

名同学清清楚楚，武汉姑娘孙宛怡尤

其令她感动。每天 30 多摄氏度高温，

需要穿上隔离服工作半天，但孙宛怡

从不叫苦叫累。“环境采样工作条件恶

劣，但她全身心投入，完全忘记了周遭

的闷热、潮湿和恶臭。”邓扬说。

“去年，学院就组织学生参与抗疫

志愿服务。这支队伍经验丰富、有备

而战。”曾参加抗击非典的指导老师杨

文翰说。

学院党委书记范瑞泉介绍，为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服务队还成立

临时党支部。“抗击疫情斗争中，青年医

学生交出了合格答卷。在为人民服务

中茁壮成长、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

这也是一次高质量的思政教育。”

处理 500 多函件，涉及 1200 多人

次并一一复函；发出 411 份协查函，涉

及 1650 多人次；电话流调 8000 多人，

协助分析大量数据……短短两周，服

务队全力以赴。

如今，服务队已陆续撤回。但邓

扬还记得，每当万家灯火渐渐隐去，队

员连夜奋战的画面。“每个办公室都挂

着鲜红的党旗，时刻提醒大家作为党

员在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学以致

用，我们很骄傲！”

中山中山大学公大学公共卫生共卫生学院学院抗抗疫志愿者邓扬疫志愿者邓扬——

挥洒汗水 守护健康
本报记者 黄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