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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成立的。100 年来，共青

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一代代中

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

成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忠诚后备军。

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中心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青年运动的

光辉历程中，共青团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的优良传统，为党争取青年人心、汇聚青

年力量，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作

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百年奋

斗历程中，共青团始终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

旗所向，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

作出了应有贡献、彰显了青春风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

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围绕这一中

心任务，共青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启迪青年、

用革命理想感召青年、用党的旗帜凝聚青年，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反帝反封建

斗争，为建立新中国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共

青团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鲜明确立了毫不动

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斗争实践

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

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共青

团着力激发青年一代的主人翁意识，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

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

的广阔天地上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坚持背

靠党委、面向青年，在祖国建设最艰苦的一

线、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勇于争先，充分

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新 时

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

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围绕这一中

心任务，共青团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

时代强音，为祖国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创

新。顺应时代发展和青年变化，在经济社会

深刻变革中引领青年思想、服务青年成长，努

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青年

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的路径方法，团的工作贡

献度持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的事业后继

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高度重视、亲切关

怀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主持召开党的历史

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导出台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指导发

布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

书，指导制定《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央团

校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

信任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

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

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

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

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和
建设取得历史性成绩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 想 科 学 指 引 下 ，共 青 团 认 真 落 实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履职尽

责、守正创新，团的工作和建设取得显著成

就、发生深刻变革。

政 治 本 色 充 分 彰 显 。 全 面 加 强 政 治 建

设，团内政治生态持续净化，全团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党、团、队相衔接的育人工作链条持续

巩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的组织化教育和政

治培育大幅加强，团的政治功能持续强化。

自觉将维护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风险融入团

的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夯实青少年抵御错误

思想侵蚀的思想防线。

改革创新坚决有力。紧紧围绕保持和增

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目标，下大气力

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各

级团的领导机构代表性显著增强，专职、挂

职、兼职相结合的新型干部制度不断完善，团

在基层的有效覆盖和组织活力持续提升，青

联、学联、少先队改革协同推进，党领导下的

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体系展现出讲政

治、敢担当、接地气的良好形象。

引领青年旗帜鲜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深

入开展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国情形势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组建 2 万人规模的青年讲师团，常态化深入青

年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政策主张、伟大成就，

引导广大青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

关爱和殷切期望。积极传递网上青春正能

量，坚决开展网络舆论斗争，网上影响力引领

力不断增强。

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组织团员青年岗位

建功，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勇当先锋。在

脱贫攻坚中全力以赴、尽锐出战，扎实做好定

点扶贫、援藏援疆等工作，帮助近 50 万名贫困

家庭青少年完成学业、解决就业；面对疫情防

控等急难险重任务，闻令而动、主动担当，累

计组织 30 多万支青年突击队、志愿服务队，直

接动员 600 多万名团员青年参加抗疫斗争。

服务青年实实在在。协调推动《中长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6—2025 年）》深 入 实 施 ，

省、市、县三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普遍建

立，一系列普惠性青年发展政策和民生实事

项目陆续出台落地。依托人大、政协等政治

参与渠道，完善反映青少年利益诉求的有效

机制，持续加强青少年权益的法治化保障。

全团每年募集社会资源数十亿元，针对青少

年急难愁盼问题提供多方面帮扶。

自我革命更加自觉。团干部队伍的成长

观、政绩观进一步端正，做青年友、不做青年

“官”成为自觉，展现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

团员先进性全面提升，入团标准规范严格，团

内教育制度有效落实，团员规模结构持续优

化。团内规章体系不断完善，纪律执行日益

严格。

继续书写不负党和人民
殷切期望的精彩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共

青团紧跟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承载着一

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不懈奋斗与青春梦想，

镌刻下一批又一批共青团员的历史光荣与青

春足迹，给予我们极为宝贵的历史启示，指引

我们自信坚定地走向未来。

坚定不移跟党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灵魂。什么时候

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高，团的事业

就发展得好，否则，团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必须切实做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对党

赤忱纯粹、绝对忠诚，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加强科学理论武装。作为有远大理想追

求、以科学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

共青团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自觉站在理想信念的

制高点上引领青年，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 作 为 根 本 任 务 ，坚 定 不 移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

员、教育青年，着力夯实听党话、跟党走的思

想根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共青团只有与党

的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自觉融入广大人民的

奋斗实践，才能有效实现、充分彰显组织价

值。共青团必须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自觉

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思考和行动，在党中

央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在最操心的事上

为党分忧。始终坚持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

题，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保持蓬勃朝气。青年是引领风气之先的

力量，锐意进取、勇当先锋既是青春的特质，

更应成为共青团始终不变的精神气质。共青

团必须始终满怀理想、追求先进、充满锐气，

坚持永久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团干部

要自觉做青年的榜样，团员要努力成为青年

中的佼佼者，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发挥生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

深 深 植 根 青 年 。 青 年 既 是 团 的 工 作 对

象，也是团的工作力量，共青团工作和建设的

生命力来自青年。必须肩负好巩固和扩大党

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政治责任，始终立足

基层、根植青年，把广大青年的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竭诚服务青年，真心依靠青年，努力成

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

住的力量，当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促进海内外中华青年大团结大联合。统

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在党的青年工作中

用好这一法宝，就要把最广泛的青年力量团

结起来、联合起来。共青团必须充分发挥在

青联组织中的主导作用，高举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起一切可以团结的青春力量。

坚持改革创新。共青团只有与时俱进、锐

意革新，才能保持青年组织应有的生机活力。

必须主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围

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方向，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把共青

团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坚强有力，始终紧跟

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

坚持从严治团。团的基础发轫于严，团

的战斗力源自于严，什么时候从严治团抓得

紧、抓得牢，团的组织就有力量，团的事业就

有朝气。共青团必须自觉向党看齐，勇于自

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旗帜鲜明将“严”字作

为自身建设的主基调，持续狠抓团干部队伍

管理和团员队伍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

性，不断增强战斗力。

新时代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将以百年

积蓄的强大信仰力量、顽强斗争精神、坚定历

史自信，积极投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勇于在大

风大浪中当先锋、做闯将，继续书写不负党和

人民殷切期望的精彩篇章。

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奋斗征程和历史启示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本报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刘博通）海军新闻发言人

高秀成 3 日介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在西太平洋

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这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工作计

划组织的一次例行性训练，旨在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

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一方。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展海上训练

“近年来顾家台返乡的年轻

人 越 来 越 多 ，干 劲 也 越 来 越 足

了。”说起自己包联村庄的发展现

状，曹建平满脸笑意。

曹建平是河北省阜平县龙泉

关镇的包村干部，常年工作在基

层。顾家台村的发展，一度让他

愁眉不展。愁什么？想发展，缺

人才。村干部平均年龄 60 多岁，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老曹想

在村里搞点活动、做些项目都缺

帮手。

前些年，他动员村里的年轻人

返乡，却被反问：“回乡能干啥？”老

曹无言以对。当地“九山半水半分

田”，要产业没门路，要发展没机

会。与其在村里种地，不如外出打

工收入多，年轻人都有类似想法。

后来，县里发展扶贫产业，把农户的责任田集中流

转，引入专业公司发展大棚香菇，统一提供菌种、技术，还

承诺以保底价收购；接下来，县里引导农户承包大棚增收

致富，香菇大棚渐渐成了规模，一些在外做生意的年轻人

看到了希望。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顾锦成返乡承包了 4
个大棚，当年收入 10 多万元。见他尝到了甜头，返乡队

伍逐渐壮大起来。

产业兴，人气旺。顾家台村有山有水，夏季气候宜

人、风光秀丽。老曹又带着村民把闲置的农房改造成民

宿，发展乡村旅游。昔日冷清的小村渐渐热闹起来，顾锦

成发动外出的同乡回来看看——顾家台还是那个台，唱

的“戏”却不一样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需

要人才支撑。为此，老曹找专家、跑政策，千方百计寻找

发展出路，培育人才成长的土壤。去年，村两委换届，作

为致富带头人，顾锦成当选村支书。另有两名在外打工

的年轻人也回村当了村干部，5 名村两委成员里有 4 人都

是 80 后。年轻人脑筋活、想法多、闯劲足，在 20 名返乡青

年的带动下，顾家台村发展驶入“快车道”。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乡村振兴既要留得

住绿水青山，也要留得住青年人才。而要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产业兴旺是基础。要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加强

政 策 引 导 ，主 动 对 接 市 场 ，让 年 轻 人 愿 意 扎 根 乡 村 。

“戏”好要靠“唱戏人”，只有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引导、激励与支持优秀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才

华、大显身手，才能让美好蓝图落地，让故乡真正成为

大有作为的地方。

（作者为本报河北分社记者）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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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行走R

1963 年 出 生 的 赵 苍 虎 在 陕 西 省

西安市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工作

了 40 多年。2000 年，随着国家天然林

保护工程的实施，赵苍虎成为林场静

峪管护站一名专职护林员。

静峪管护站位于秦岭山脉腹地，

森 林 管 护 责 任 区 域 近 40 平 方 公 里 。

赵 苍 虎 平 均 每 天 步 行 约 20 公 里 ，跋

山涉水穿行在秦岭之中。制止山地

用火、巡查砍伐盗猎、宣传护林政策、

观察森林病虫害情况……巡山 20 多

年 来 ，赵 苍 虎 每 两 个 月 就 要 穿 坏 一

双鞋。

尽管赵苍虎已临近退休，但他仍

选择坚守在巡山护林一线。“这些树就

像我的孩子，能够看着它们逐渐成长，

咱的功夫就没白费！”

左图：赵苍虎（左）与同事在巡查

途中。

上图：赵 苍 虎 在 巡 查 途 中 休 息

用餐。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巡山20多年，平均每天步行约20公里，赵苍虎—

“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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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达到 100%，未联网

学 校 实 现 动 态 清 零 。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大 班 额 比 例 降 至

0.71%，超大班额降至 0.01%。“乡村弱”“城镇挤”等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致力于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累计招收

82 万余人，拓宽了贫困学生纵向流动的通道。 2013 年至

2020 年底，累计有 514.05 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

育，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职业院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切实发挥出“职教一个、就业一

人、脱贫一家”的作用。

一项项政策、一组组数据，是教育公平的阳光洒向祖国

大地的印记。而这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命运的改变，一张张

孩子的笑脸。

“家门口有了幼儿园，收费低，孩子也教得好。把娃娃

放在这里，我很放心。”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

镇盘塘村村民吴琳琳说。近年来，幼有所育不断取得新进

展，各地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

务，落实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其他多渠道筹措经

费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有效缓解。

“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我很幸运。我想从事自己感

兴趣的职业，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通过高考进入中央

民族大学的盲人学生昂子喻说。允许听力残疾考生佩戴助

听器或人工耳蜗、为盲人考生研制盲文试卷、在高考研考中

设立残疾学生单考单招项目……一系列举措，让残疾学生

拥有了追逐梦想的机会。

“住进教师周转宿舍，不仅生活上舒心，教学上也更安

心，幸福感满满。”甘肃省定西市岷县闾井镇中心小学教师

朱玉珍说。从提高生活待遇到城乡教师流动，从职称评聘

倾斜到建立荣誉制度，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基本形成。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不断促进教育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教

育事业正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