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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航天青年

弘 扬“ 两 弹 一 星 ”精 神 载 人 航 天 精 神
为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回

信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
2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
航天战线全体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向他们提出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我想起了9年前在
你们那里同青年科研人员交流的情景。9 年来，从天
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
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

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
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
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
强再立新功。（回信全文另发）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
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代表
该集团8万青年汇报9年来勇挑重担推动航天科技发展
的情况，表达了为建设航天强国携手奋斗的坚定决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
青年团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读了来信，我想起
了 9 年前在你们那里同青年科
研人员交流的情景。9 年来，从
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
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
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

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
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
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
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
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
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我向你们并向航天战线全体青
年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

2022年5月2日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 3日电 5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若泽·拉
莫斯·奥尔塔，祝贺他当选东帝汶
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帝汶建
交 20 年来，两国务实合作日益深
化，双边关系长足发展，给两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大小国
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生动写
照。我高度重视中东关系发展，愿
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东
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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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正青春，奋斗许岁月以不朽的荣光。
1922—2022，中国共青团成立百年。五

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人民
大学。同师生代表亲切座谈，思索深邃、嘱
咐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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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什么样，未来什么样。自地方到中
央，行程万里，总书记对青年工作有着始终如
一的牵挂。

窗外春意正浓，中国人民大学静谧的校史
展展厅，他的目光落到墙上两张老照片上。

那是38年前的夏天，学校的暑期社会实践
团赴河北正定调研，县委书记习近平骑自行车
去看望他们。

一张是合影，神采奕奕。另一张拍摄于县
政府招待所，大家就坐在局促的床铺边促膝长
谈。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
人的”。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也时常到
学校走一走，到青年人中间坐一坐。“未来的
比较就是年轻人的比较。我们现在干得这么辛
苦，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忙着向未来。未来在
哪里？未来就在你们这里。”

寄望青年，亦是寄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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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2021年盛夏到西藏，习近平总书记去调研
了“桃花村”嘎拉村。村委会里，一名干练的
女孩，喜悦的眼睛满是光。

“你是本地的，还是派来的？”总书记亲切
地问她。

“从广东招录来，今年年初又从林芝镇派
驻村里当大学生村官。就在这里安家了。”

一旁的自治区负责同志，忙介绍从沿海地
区引进青年人才的做法。总书记问得细致，赞
叹道：“路子是对的，这个地方需要有文化、

有见识的青年人。”
2019年春天到重庆，习近平总书记翻山越

岭去了山窝窝里的华溪村。80后的谭雪峰，选
择了一条和很多同学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到扶
贫一线摸爬滚打。他向总书记汇报，声音不
大、志气十足：“每天入户摸排情况、落实政
策，我们敢说做到了百分之百精准。”

听青年人讲述他们的基层故事，往事如
潮。扛锄头脚步坚实走在陕北高原的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期间，总书记动情讲
述“大学”的由来：

“情有所归，方能心有所系，身有所往。
我们脚下的神州沃土孕育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
明，见证了百年的峥嵘岁月，祖国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都蕴含着那么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力
量。”“我说梁家河是个大学，确实基层就是我
们的大学。高尔基写书 《我的大学》。人世间
啊，在基层。”

青春无悔。正定、厦门、宁德……扛着
自行车过滹沱河，拿着砍柴刀一路披荆斩
棘，寒冬酷暑、披星戴月，过春节还在往乡
下跑。甚至，离开宁德前和新一任领导交接
工作，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地委班子交接
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
层去！”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硬杠杠：当县委
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
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县市区。

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一番叮嘱沾着
泥土的鲜活：“禾苗在地里墩一墩，才能吃土
更深、扎根更实，在风雨中抗倒伏、立得住。
年轻人在基层墩一墩，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
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
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昔日
共事的老同事，由衷感叹。

回信，纸短意长。
其中一封，是写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

毕业生的。世纪之初，响应西部大开发号召，
李桂芝和她的同学坐了56个小时火车、一天的
汽车，在新疆且末县扎下根。

“一辈子留在沙漠，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
走出沙漠。我们愿像一棵棵红柳、一株株格桑
花一样，扎根西部、坚韧不拔……”2014年春

天，他们郑重写下这些滚烫的字，寄给总书记。
不久后，一封来自中南海的回信，沸腾了村
庄。李桂芝将每一句话刻在心里：“‘到基层
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这份重托，我们不会
辜负。”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号角声起，十万人
才过海峡；为解粮食严重短缺，一个甲子三代
垦荒人北上创业，北大荒变北大仓。“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恰是青春最响亮的声音。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陕西交大西迁博
物馆内，当总书记听到青丝变白发的“西迁
人”唱起这首歌，不由动容。从黄浦江畔到
渭水之滨，“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
就去哪里。”殷殷嘱咐，面向未来：“传承好

‘西迁精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

祖国大地，山河锦绣。用脚步丈量，也在
书本中丈量、在历史中丈量、在思想上去丈
量。“大学阶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
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此时不努力，更
待何时？”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言之切切。

1985 年冬天，第一次见面，厦门大学经
济系的张宏樑在聊天中惊讶发现习近平副市
长对 《资本论》 十分熟悉。“我们作为政治经
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 《资本论》 原著都感
到十分吃力。您下乡插队劳动，在那么艰苦
的条件下，怎么还读得进去 《资本论》 这么
深奥的书呢？”

“当时条件的确很苦，吃的没有一点儿油
水，饿着肚子读书。但是我发现，一读书就会
忘记劳作艰辛之苦、物质贫乏之苦，得到的却
是浑然忘我之乐、精神满足之乐，这就叫‘苦
中作乐’。有时拿到一本好书，还真怕一下子
把书读完、一时没书可读啊！”正是在窑洞的
煤油灯下，青年习近平通读过三遍 《资本
论》，记了很多本笔记。那一次，他还指导张
宏樑，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
的读厚’。”

2018 年 5 月，北京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和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那时候，我
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
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慢慢
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

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
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
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

学史，为明理、为增信、为崇德、为力
行。澳门的校园，习近平总书记迎着一双双眼
睛，讲授了读懂中国的两条脉络：

“5000 年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认清了5000年，我们就会自然地形成民族自豪
感、民族自尊心。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文化自信的底蕴、底气也是这么形成的。了解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们才能更
深刻理解现在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烈愿望。”

“这两者也是我长期以来为国家尽职尽忠最
根本的两个动力。一定要尽到我们的历史责任。”

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

精神是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被感知的。
北京冬奥会，亿万人看见了那一行热泪。
当五星红旗在鸟巢升起，一位年轻的护旗

手，泪水夺眶而出。照片不胫而走，在神州大
地激起无数共鸣。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情引用了护旗
手的那段感言：“我站在奥运会的升旗台，心
中满满的自豪感……”

“双奥之城”、“最快的冰”、会“变身”的
场馆、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大白”和志愿
者们……无数双眼睛，从冬奥端详中国。

武汉抗疫的战斗中，亿万人看见了一群逆
行出征的勇士。

“参加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90
后’、‘00 后’，他们有一句话感动了中国：
2003 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
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当总书记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讲到这段话时，掌
声如潮。

“长辈们说：‘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
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世上没有从天而
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过去有人
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历经抗疫淬炼，青春
壮哉，英雄壮哉！

一次“天地对话”，亿万人看见了中国科
技创新的广阔未来。

（下转第二版）

新时代，总书记这样寄望青年
本报记者 杜尚泽 李 翔 杨 昊

又到了五四青年节。
五四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他指出，一大
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
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盛世，他们正以
什么样的姿态努力拼搏、奋勇争先？日前
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白皮书给出
了答案：新时代中国青年坚守“永久奋斗”
光荣传统，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奉献，在急
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基层一线经受
磨砺，在创新创业中走在前列，在社会文
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

“永久奋斗”最早是由毛泽东同志在
1939 年 5 月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提出
的，他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

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历史长河奔
流不息，青春乐章激荡人心。无论风云变
幻、沧海桑田，中国青年爱党、爱国、爱
人民的赤诚追求始终未改，中国青年永久
奋斗的光荣传统始终不变。一代代青年前
赴后继、接续奋斗，在民族复兴征程上谱
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青年绽放
出夺目的青春风采、迸发着豪迈的青春激
情。疫情防控斗争中，32万余支青年突击队、

550余万名青年奋战在医疗救护、交通物流、
项目建设等抗疫一线；脱贫攻坚战场上，1800
多人的生命就此定格，其中很多是年轻面孔；
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北斗卫星团队
核心人员平均年龄36岁，中国天眼FAST研
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岁……可爱的中国青
年们向世人生动展示着“衣食无忧而不忘艰
苦、岁月静好而不丢奋斗”的精神风貌。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在工厂车

间，拧好每个螺丝、焊好每个接头，让“中国
制造”走向世界，这就是奋斗；在田间地
头，精耕细作、科学增产，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奋斗；在建筑
工地，用一砖一瓦筑造起一座座高楼大
厦，将都市装点得更美，这就是奋斗；在训
练场上，挑战极限、顽强拼搏，让五星红旗
在国际赛场高高飘扬，这就是奋斗；在大
街小巷，快递小哥、外卖骑手风里来、雨里
去，为千家万户传递幸福与温暖，这就是

奋斗……无论“工农商学兵”“科教文卫
体”还是“互联网+”，广大青年只要时时发
扬奋斗精神，就可以在各行各业把平凡做
成了不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可以让
青春在平凡岗位的奋发进取中出彩闪光。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
而今，历史的接力棒正交给新时代中国青
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
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最好的成
绩，新时代中国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
作为。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让青春在奋发进取中闪光
■ 韩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