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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的大

厅里，镌刻着 1937年毛泽东同志

为陕北公学成立时的题词——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

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

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

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

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

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

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

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

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

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

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

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

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陕北公

学的第一次题词，一共 163 个

字，当年整齐地写在用白灰粉

刷过的陕北公学照墙上和救亡

室的墙上。

2022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引用了这段题词，强

调：“今天，党和人民同样需要

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党中

央殷切希望共青团能够培养出

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这是

党的殷切期待，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待！”谆谆

话语，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近代以后，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青

年的使命是挽救民族危亡。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

突破重重困难到达陕北公学的莘莘学子，在战火中

成长，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很快成长为“革命的先锋

队”。今天，当代中国青年生逢盛世，是无比幸运的

一代，有最好的学习条件，有最好的成长环境。站在

了巨人的肩膀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这一

代青年的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青年敢做开路先锋和

事业闯将，国家就能行稳致远，青年有志于成为“一

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民族复兴就指日可待。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

研时，勉励全国广大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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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

学校园到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

会的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总是饱含期待、满怀

深情。“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

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

无穷力量。”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

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组织的基础植

根于青年。只有一代代青年不断地觉醒、追求进步，

中华民族才能一直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时，我们正

青春。在抗击疫情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的 90
后、00 后；2022 年 5 月 4 日，13 名珠峰科考队员完成

“巅峰使命”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让五星红旗站

在最高点，这支珠峰科考队由 80 后、90 后组成。奋

斗者，正青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

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把青春的大好时光，投入最壮

丽的事业中去，才能绽放最绚丽的花。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要把自己发展的“小目标”融汇在时代发

展的大蓝图中，永葆精进向上的“能动力”，激发攻

破难关的“创造力”。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青年要努力成为“一

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以青春之勇奋力奔跑，争当

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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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科研 坚持不懈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巴松村，海拔

4270 米，距离珠峰大本营约 40 分钟车程。

4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

究员高晶从北京经拉萨抵达这里。作为“巅峰

使命”珠峰科考浮空艇综合科考队队长，她和队

员们驻扎在巴松村，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科考。

今 年 是 高 晶 与 青 藏 高 原 结 缘 的 第 十 八

年。谈到科研，高晶言语中难掩热爱：“在探索

未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

点特别吸引我。”

“巅峰使命”科考任务使用的是“极目一号”

Ⅲ型浮空艇，浮空艇的体积为 9060 立方米，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原位高空科学观测平台。

高晶说：“我们此行的主要目标是让整个艇

的升空高度能够超过 9000 米，达到中—高对流

层，开展高空大气环境变化过程的综合观测。”

高晶的研究方向，是水体稳定同位素现代

过程和冰芯记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观测水

的氧元素或氢元素比率的变化，来判断水的来

源，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经过了哪些变化过

程。近 5 年来，青藏高原水循环变化问题是高

晶团队主要关注的科学问题。

2019 年 5 月，高晶曾带领第二次青藏科考

水汽传输科考分队在西藏纳木错开展区域水

循环观测研究。当时，科考队利用“极目一号”

Ⅰ型浮空艇首次开展了青藏高原海拔 7003 米

高空的大气组分变化科学观测，为揭示“亚洲

水塔”的水从何处来提供了关键科学数据。

“希望在此次科考中，我们能获得更多有

关大气传输过程的关键科学数据。”高晶说。

不畏艰辛 勇于实践

高晶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地理系，大学期

间就开始对高原冰芯研究产生兴趣。2004 年，

在毕业保送研究生时，她坚定地选择了高原冰

芯研究方向。

“当时，我申请了中科院青藏所姚檀栋院

士的研究生，他是中国冰芯研究领域开拓者之

一，我一直很敬佩他。”高晶说。

就这样，在姚檀栋院士的引领下，高晶叩

开了高原冰芯研究的大门，并从此深耕其中，

乐此不疲。

18 年来，高晶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了多少趟

青藏高原。自 2005 年 8 月起，她每年都会去，

最长会待几个月，最短也有一个月。

令高晶印象最深的，还是 2005 年第一次上

青藏高原，“那次是姚老师亲自带队，当时他已

经 51 岁了，但仍坚持和我们这群年轻人一起背

包徒步上山，并且一路照顾大家。我们成功爬

到了位于海拔 5400 米的冰川末端。”

虽然第一次高原野外工作的过程充满艰

辛，但科研前辈勇于探索、坚持不懈的精神给

了高晶极大的鼓舞。

高晶说：“随着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这

个过程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吸引着你不断去探索

和发现。”

这些年一路走来，高晶带领团队做出过不

少成绩。比如最近，他们基于近两年第二次青

藏科考工作而撰写的文章在《自然》杂志发表。

“那一刻真的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这

标志着我们整个团队的科研工作被国际同行

认可。”高晶说。

培养毅力 勇于探索

2019 年 5 月，高晶和队员自海拔 5150 米大

本营徒步至海拔 6500 米营地，进行大气水汽稳

定同位素观测仪器架设和样品采集。经过 7 小

时跋涉，他们徒步 11 公里上山后，又攀过一条

深达数十米的横沟。夜晚露宿在海拔 5800 米

营地，狂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头痛和高原反

应已经让所有人疲惫不堪，但是大家还是强打

精神、坚持完成了观测数据收集、仪器维护及

样品采集工作。

“第二天天亮，我们又继续向上，奔赴海拔

6500 米营地。”高晶说，“当时每个队员都是走

几十步一歇，接近身体极限。经过 6 小时艰难

徒步，我们最终到达海拔 6500 米营地，顺利完

成了计划中的工作。”

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随时都有可能面临

各种各样的险境，但高晶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是那种只要有一

个 目 标 ，不 管 多 艰 难 ，都 会 想 办 法 去 实 现 的

人。”高晶说。

1983 年出生的高晶，在同龄的科研人员当

中可谓是佼佼者。谈及多年来的经验，她认为

兴趣、毅力和团队平台缺一不可：“如果没兴趣

就会觉得很枯燥，特别是在遇到瓶颈期时，会

觉得压力很大。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毅力，否

则很难坚持下去。”

“努力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享受攀

登科研高峰的过程。”高晶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高晶——

把青春献给高原科考
本报记者 吴月辉

智能灌溉 浇地更节水

在河南省太康县五里口乡王寺安村，一

大早，村民崔战场就来到自家麦田里。把地

里的喷雾浇灌带和地头的出水口一个个接好

后，崔战场用遥控器对着 200 米外的机井房轻

轻按了一下，清澈的水流从机井里汩汩流出，

顺着地埋管流向各个浇灌带，水雾均匀地喷

洒在麦苗上。“遥控一按就能浇地，搁以前都

不敢想。”坐在地头，看着眼前的灌溉设备，崔

战场很满意。

2017 年 ，崔 战 场 在 村 里 流 转 了 700 亩 耕

地，种植小麦等农作物。“那几年，地里机井少，

浇地多的时候还得排队，往往一等就大半天。”

回忆起头几年，崔战场最大的愿望就是浇地可

以方便点。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加快中

低 产 田 改 造 ，把 更 多 的“ 望 天 田 ”变 成“ 高 产

田”，2019 年太康县开始在全县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据统计，2019 年—2021 年，太康全县

共建成高标准农田 32.5 万亩。

崔战场家承包的 700 亩耕地也在此次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范围中。“现在家家地里都建有

灌溉管和排水管，既不用担心地旱，也不用担

心地涝。田间道路、机井桥等设施也都建设好

了，刷卡浇地，还能遥控，别提有多方便了。”崔

战场说。

自打这 700 亩耕地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后，

农 技 人 员 也 常 常 来 地 里 指 导 他 开 展 土 地 改

良。测土配方，深耕细作，秸秆还田，增施有机

肥……这几年，崔战场家承包的农田年年都取

得大丰收。“现在，光小麦一项，亩产都比以前

增加了 200 多斤。”稳产增收，崔战场种地积极

性越来越高。

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显

著效益，2022 年，五里口乡加快了高标准农田

项目的规划和申报工作。五里口乡党委书记

梁增智说：“本批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五东、包

庄等 5 个行政村，覆盖耕地面积 1.6 万亩，受益

人口 1.3 万余人。”

集约改造 生产更高效

“这茬小麦经过前阶段的追肥管理，目前

长势还不错，应该有个好收成。”最近，在河南

省扶沟县永珍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主穆永珍看

着眼前的麦田，脸上满是幸福。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地要加大中

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扶沟县

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引导村

民通过开办家庭农场，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

食产量。

“国家出台这么多好政策，让我对种田特

别有信心，觉得当农民也有奔头。”穆永珍与家

人商量后，决定筹建自己的家庭农场，尝试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农业。

疏通渠道、平整土地、架设地埋线、铺设滴

管喷灌、盖仓库、建温棚……一番重整后，小而

散的耕地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高产地。

“农场根据不同地形，划分出两个种植区

域：面积大的地块作为粮食作物区，种植小麦、

玉米、大豆等，另一块作为经济作物区，种植洋

葱、萝卜、娃娃菜等。这种分区分类种植模式，

不仅利于日常管理，提高土地产值率，还增加

了抗风险能力。”穆永珍介绍，“县里组织农技

专家定期上门指导，我们购置机械有补贴，还

有免费的种子、化肥、农药送到家。”

借助国家惠民政策，穆永珍的农场先后添

置自走式喷药机、植保无人机等各种农机 30 余

台，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耕作、播种、喷药等环节

全程机械化。

目前，扶沟县 512 个家庭农场、1920 名家

庭农场劳动力已全部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

动态管理，农场耕地水平也明显提升，逐步从

中低产农田迈向高产农田。

科技赋能 管理更方便

在河南省商水县的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

灌溉示范区，高科技让普通的田间管理变得更

高效。

走进示范区的农田，除了常见的成片连

方、沟渠相连，还配套了智能灌溉、水肥一体

化、病虫害监测等科技设施。

这些设施统一联网，在智能中枢控制中心

的协调指挥下，农业设施既能独立高效运作，

又能协同配合，为农民提供实时数据。“现在田

管再也不忙了，盯着屏幕动动手指就行。”示范

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过去都是雇人浇地，一人一天最多浇 10
亩，现在电脑控制，一天就能浇完所有地。”说

起自动化灌溉系统，商水县枫未种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邱守先很满意。

据了解，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从实

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

能排，到着重提升高标准农田地力水平，加强

土壤治理，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地力

培肥技术，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通过地力提

升，确保农产品产量更高、质量更好，让老百姓

吃得更好、更放心。”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期统筹：杨烁壁

河南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水润千顷田 粮香飘万家
本报记者 毕京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统筹
规划、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各地要
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
耕地地力等级。

粮 食 安 全 是“ 国 之 大
者”。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
河南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更新农田水利，推广精准
灌溉，发展智慧农业，加快发
展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确保粮食的稳产、增产、高产。

核心阅读

■深阅读
关注耕地保护与利用

R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对境内滹沱河流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修路筑堤、疏浚河道、回填沙坑、植树绿化等综合整治，目前

已形成了集防护、观赏、休闲、健身和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景观长廊。图为 5 月 15 日拍摄的石家庄市滹沱河畔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电 （记

者赵兵）全 国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 5 月 16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毕

业生的就业服务，发挥好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的示范带头作用，充

分调动市场化就业服务机构的

积极性，着力提升就业服务的精

准性有效性便利性。要组织开

展更多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扩大

就业见习规模，支持毕业生灵活

就业和自主创业。要强化对未

就业毕业生的实名帮扶，做好困

难毕业生的就业托底保障，帮助

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尽快融入就

业市场。要有效规范就业市场

秩序，保障毕业生合法权益。

会 议 指 出 ，要 拓 宽 市 场 化

就业渠道，通过社保补贴、创业

贷 款 、税 费 减 免 等 鼓 励 企 业 吸

纳 就 业 ，落 实 引 导 毕 业 生 到 基

层 就 业 的 优 惠 政 策 ，组 织 好 各

类 升 学 、职 业 资 格 考 试 招 录 工

作。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就业指

导 服 务 ，帮 助 大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的就业观、择业观，对低收入家

庭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毕业

生 开 展 精 准 帮 扶 ，继 续 优 化 高

校 学 科 专 业 设 置 ，提 升 人 才 培

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

度。各地区各部门要细化实化

有 利 于 扩 大 就 业 的 政 策 举 措 ，

推动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 量 就 业 ，以 实 际 行 动 迎 接 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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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店乡铁皮石斛园里，老树桩、木屑上的石斛条已

抽出嫩芽，园区负责人刘庆华正和工人一起，忙着洒

水、除草。

“借助电商，石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富民产

业。”刘庆华说，目前完成园区投资 3000 多万元，种植

180 多亩铁皮石斛，开发石斛饮料、石斛酒、石斛挂面

等产品。“园区流转 218 亩土地，每年支付土地租金 13
万元以上；提供长期签约岗位 20 个，户均增收 5000 元

以上，年临时用工 5000 多人次；承接附近两个村集体

经济项目资金入股，每年每村分红 2.1 万元。”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让农产品销售渠道更宽广。

新县发展 4 个淘宝村，开设 900 余家淘宝店，帮助 4000
名农民从事电商，近一年销售额达 1.2 亿元。

新县县委书记夏明夫说，新县以“能力作风建设

年”为契机，大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道路通村、公交达村、快递到村，乡村旅游、茶叶、油茶、

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目前，全县已发

展茶叶 30 万亩、油茶 34 万亩、中药材 7 万亩，提升了乡

村造血能力，增强了群众发展信心。

振兴大别山革命老区，中央和鄂豫皖三省不遗余

力。201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规划》，部署实施了一批支持措施和重大项目，目

标任务基本完成。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

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河南省出台具体实施意见，组织 22 个省级部门

“一对一”对口帮扶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县（市、区）。湖

北省推出 20 条举措，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

护修复生态环境、发展红色旅游，力助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安徽省实施 27 条措施，从 2021 年起连续 5 年，省

财政对大别山革命老区 10 县（市、区）每年各补助 2000
万元，支持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撬动引入社会资本，支

持老区高质量发展。

绵延八百里的大别山，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