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评论评论2022年 5月 18日 星期三

投身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守护人

民生命安全，坚守三尺讲台倾情奉献乡村

教育，矢志科技报国攻克技术难关，扎根司

法援助、就业帮扶、农业生产、志愿服务等

基层一线……近日，20 名 2021 年“最美基

层高校毕业生”先进事迹向社会发布，他们

身上“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的品

质赢得网友热烈点赞。青年一代不怕苦、

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

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

族的希望。

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总能激荡青春

蓬勃的力量，激发成长成才的动能。在庆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青年寄予殷切期

望，要求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做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带头迎难而上、攻坚

克难，做到不信邪、不怕鬼、骨头硬”。新时

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

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

命，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

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才能成长为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作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

气的力量，青年是不是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从来就不怕苦、不畏难，在斗

争中绽放着绚丽的青春之花。青年一代冲

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参加

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90 后”“00
后”；年轻的航天团队逐梦星辰大海，助力

我国航天事业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在冬

奥赛场上，运动员不畏强手、顽强拼搏、为

国争光，创造了我国参加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历史最好成绩……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斗

争精神，就体现在与困难角力、与阻力对

垒，战风斗雨、闯关夺隘，克服不利条件去

争取胜利，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能”。

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

任。我们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

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

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

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

显增多，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

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

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广大青年保

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

健勇毅，做到面对困难挫折撑得住、关键时

刻顶得住、风险挑战扛得住，才能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当好开路

先锋、事业闯将。

斗争是一门艺术，斗争本领不是与生

俱来的，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

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青年周恩来

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在革命的洪流中兑现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的誓

言；物理学家于敏在青年时期为国家战略

调整研究方向，隐姓埋名、潜心钻研，为研

制氢弹作出突出贡献；黄文秀放弃大城市

的工作机会，主动请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

记，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实践表

明，要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就必须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矢志奉献、在担

苦担责担难中经受考验。拼搏在创新发展

的最前沿，勇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担，立足岗位守护万家灯火

……广大青年要在思想洗礼、实践锻造中

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斗

争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青春越挺拔，时代越向前。没有广大

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

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明天。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

在披荆斩棘中一往无前，在攻坚克难中创

造业绩，新时代广大青年必将用青春和汗

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③

本报评论部

生在黄河边，从我外公那一代人算起，

家里三代都是“黄河人”。从小耳濡目染，长

大后我也圆了梦，投入到保护黄河的工作当

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黄河，不仅是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也是我们追求青春梦想、

实现奋斗价值的主战场。

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

是治国理政的大事。用脚步丈量，拿真情呵

护，才能把保护治理母亲河这篇文章继续做

好。几年时间里，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 9
省区，行走中有欣慰也有担忧：领略过黄河

内蒙古段阴山下的长河落日，也为河套灌区

的土地盐碱化揪心；眺望过黄河入海口“黄

蓝交界”的壮观，也发现了东平湖鱼类种群

数量逐渐减少的现实……一定要为母亲河

的健康做点事！这是我的朴素想法，也是许

多同事的共识。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我们承担

起更神圣的使命，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

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青海湖与黄河源

头区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光是仪器设备就装

满了一辆越野车和一辆皮卡车。没想到，进

入青海后不久就遭遇暴雨冰雹。由于监测

点位周边多是草地湿地，一下雨，车陷入泥

坑无法动弹。气温急剧下降，加上海拔较

高，有同事出现低温症的前兆。“一队留守原

地，另一队出去求援！”我们当机立断。为防

止仅剩的越野车“趴窝”，三人一组手拉手走

在前面探路。好在 20公里外有一个村庄，得

知我们在为青海湖“做体检”，村民们非常热

情，有人开着耕地用的小型推土机赶往现场

救援，顺利拖出被困车辆，一行人得到了乡

亲们的细致照顾。

像这样的惊险经历还有很多，野外工作

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算了算，去年全年野

外工作就有 150多天。常有朋友问我，这么

辛苦在外面跑，没时间陪伴家人，到底图什

么？我思来想去，总是同一个答案——这不

就是从小到大的黄河梦吗？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是黄河沿岸亿万人民的梦

想，更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目标。作为年轻的

“黄河人”，在母亲河的保护与治理中挥洒青

春，完成自己的那份历史答卷，不仅是一种

光荣，更是一种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现在，保护黄河、治理黄河的接

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上。唯有用心、动脑、力

行，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才能不负青

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作者为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监督管理局工程师，本报记者常钦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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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精神，无论对于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每个时代总

有其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成就。”自信自强，正是体现新时代中

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一种鲜

明品格。

自信，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体

现为对党的发展、国家发展的历史自信，归

根到底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自强，作

为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勤奋进取精神和依

靠自身努力持续向前发展的执着精神，在新

时代体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

“强起来”。自信自强，充分彰显了物质与精

神、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

断的辩证统一。

自信自强是新时代支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精神力量“更为主动”的明晰表征。

从国内来看，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自信的深厚

基础和自强的深沉底蕴。从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来看，中国人民正经历从仰视世界到平

视世界的转变。平视世界，既是自信的表

现，也是自强的表征。

自信自强精神品格的形塑，源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精神决定

于物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的续写，历史性解决困扰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一“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的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充分验证

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特质和精神自

觉。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

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党心

军心民心昂扬振奋。

自信自强，意味着我们已逐渐摆脱妄自

菲薄的自卑自闭心态，意味着我们摒弃了西

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

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

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

供了中国方案。同时，自信自强决不意味着

盲目自信、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而是要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借鉴

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既造福中国人

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正视困难

又要坚定自信，既要借势乘势又要自强不

息，不断弘扬自信自强的精神，深刻把握历

史发展大势，深邃洞察时代发展潮流，踔厉

奋发，砥砺前行，将精神自觉转化为推动历

史进步的强大动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

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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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开会、共享文档、在线打卡、移动

审批……如今，不踏入办公室，只需掏出手

机，打开电脑，“上班族”就可以和同事在

“云端”共同完成工作任务。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底，我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 4.69
亿 。 在 线 办 公 正 成 为 一 种 新 兴 的 工 作

方式。

这正是：

“云端”搭新桥，

数据加速跑。

随时面对面，

沟通效率高。

曹希阳图 北 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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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轻的“黄河人”，在母亲河的保护与治理中挥洒青
春，完成自己的那份历史答卷，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

提起大课间，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可能都萦绕着那句“现在开始

做第× 套广播体操”。如今，不少地方鼓励各所学校以遵循运动规律、

达到锻炼效果为出发点，设计出各具特色的大课间活动，形成“一校

一品”的校园体育教学模式。学生们换着花样玩起了“风火轮”、韵

律操……

从常规到个性，从单一到多彩，近年来，在传统课间操基础上蓬勃

发展起来的大课间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精彩打开方式。花样翻新的

校园体育活动不仅改变了大家对课间操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让学

生们爱上运动、强健体魄。

课间操大变样，增加了校园体育活动的吸引力。自“双减”政策实

施以来，很多学校积极创新，把体育与艺术有机融合，把传统的课间操

变得生动、活泼、各具特色，保证了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学

生走出教室，与阳光做伴、与同伴为伍，尽情地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

快乐。

课间操大变样，不仅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运动需求，也搭建了学生

释放个性的舞台。现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体育锻炼氛

围浓厚，社会上丰富多彩、适合青少年参与的运动形式，无形中为课间

操大变样提供了更多资源。学校融合传统文化教育、美育、德育，让锻

炼形式多样化，激活了学生精气神，形成了独特、向上的体育健身氛

围。大课间的很多锻炼形式就来自学生的灵感。有的地方，为尊重学

生的兴趣爱好及个性发展，帮助学生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能，学校主动

向学生们“问计”。不少学校想方设法丰富学生们的运动“菜单”。项目

越多、选择范围越广，学生们就越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项，进而展

示风采，获得自信与成长。

课间操大变样，校园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学生们才能更充分地

感受运动的魅力，这有利于体育精神在校园里生根发芽。特别是一

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无形之中可以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觉，增进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喜爱。如今，越来越多的大课间活动深受学生

喜爱、家长好评，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期待更多学生享受到

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福利，换着花样动起来、跳起来，在运动中健康

成长。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原题为《课间大变样令人期待》）

多样课间操助力健康成长
唐守伦

在江苏，“博物知旅”主题活动季和“云

上博物——江苏省博物馆数字展览空间”

同时开启，提供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在北

京，“北京博物馆云”服务平台启动试运行，

带来线上云游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在国

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样

的文博活动，让更多人感受文化魅力、聆听

历史回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博物馆就是

一所大学校。”博物馆，是文物的保存者和

历史的记录者，是文化的“存储卡”和历史

的“解码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博物馆的力量”。作为与历史、文化、艺

术、自然的相遇之地，博物馆让我们了解过

去、了解现在，并打开心灵去接受未知的事

物、全新的观念，这正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

的重要力量。

从恢宏大气的大中型博物馆到各美其

美的小型博物馆，从数量众多的国有博物

馆到分布各地的民间博物馆，我国博物馆

的种类不断丰富。据统计，“十三五”期间，

全国博物馆数量由 4692 家增长至 5788 家，

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家博物馆建成开放；全

国博物馆年度参观人数由 7 亿人次增长至

12 亿人次，平均每年增加 1 亿人次。可以

说，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生

活方式。我国博物馆在机制、运营、服务、

文创开发等方面转型升级，正逐步走出有

自己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

精美珍贵的文物、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庄重严肃的革命旧

址、类型多样的世界遗产地……遍布祖国大地的文化遗存和山川风物

为我国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来源，也让博物馆成为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在博物馆，历史文物并

不只是时间的沉淀、岁月的陈酿，不只是一个静止的存在，更传承着文

化血脉，与我们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置身于“活化”的历史

之中，人们总能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得到“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

启迪，从不忘本来中获得开辟未来的力量。

科技的进步，给博物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让博物馆拥有了创新的

力量。利用数字资源，可以展示数字化展品，丰富展陈的形式；开发

APP 应用，可以在展厅现场实现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展示；通过数字化开

发设计，可以设置游戏，增强体验、增加互动；运用数字技术，可以通过

沉浸式展览、可穿戴设备等，带来如真似幻的效果……“互联网+博物

馆”突破了空间限制，博物馆的功能被极大拓展。目前，国家文物局正

全力推进文物数字化工程，全国 76.67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 亿件

（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已完成普查登记并不断推进数据开放共享。这将

极大提升博物馆的数字化水平。

“博物馆就好像是书中精美的书签，展页之时，神秘和奥妙由此开

启。”一家博物馆的学生志愿者这样描述博物馆。近年来，博物馆教育

也有了更多的创新与发展，讲解、讲座、工作坊、课程……博物馆教育以

丰富多彩的形式展开，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

馆。随着展览的创新、技术的革新、教育的开展，馆内和馆外协同，线上

和线下联动，博物馆将串联起时间的珍珠，为观众打开上下几千年的浩

瀚世界，走向更加光彩夺目的未来。

在
博
物
馆
遇
见
未
来

王

珏

置身于“活化”的
历史之中，人们总能
在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中得到“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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