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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
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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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当
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2013 年 3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
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在发表题
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
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
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
现的目标。”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新时代中国青年携
手世界各国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
获友谊，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青春力量——

他们参与全球青年事务治理，在双多边框
架下积极交流互动；他们积极投身共建“一带
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他们勇于创
新，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他们广泛开展文
明对话交流，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

他们用亮丽的青春风采和豪迈的青春激
情，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
磅礴力量、汇聚希望之光。

坚持胸怀世界、胸怀未来，与
世界各国青年一道，为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而奋斗

“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
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

从中华大地到世界舞台，新时代中国青年
与世界各国青年携手，用行动向世界展现：只
要各国人民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前景可期。

在联合国讲台，他们展现青年风采，分享
信心和合作故事——

2020 年 4 月，联合国有关机构、世界卫生
组织共同举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来自斯里兰卡的贾亚
特玛·维克拉玛纳亚克提问，“最想跟大家分享
的两个关键词是什么？”

中国唯一青年代表、95后武汉大学硕士研
究生王琇琨是 6名青年代表之一，她的答案是

“信心”与“合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类团
结和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年轻人，我们需
要伸出双手，并肩作战。”听到这个回答，参会
代表纷纷鼓掌。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王琇琨介
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成果，也分享了自己的
抗疫故事。她曾带领1000多名武汉大学志愿者
与武汉600多名一线医务人员家庭结对，为5岁
至18岁的青少年提供在线辅导和心理疏导。

维克拉玛纳亚克被中国青年志愿者在抗
疫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与团结精神深深感
动。她专门致信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全国青
联，对中国青年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给予高度赞赏：“我们同中国青年在一起，世界青年与中国
青年一起行动起来，共同战胜疫情。”

在国际维和战场，他们直面生死考验，履行使命和
担当——

“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我把每一次排雷
都当作第一次。”中国第二十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中有4名
年轻扫雷女兵，00后许晓露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黎以边境的雷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开展扫雷作业颇
为不易，但是中国姑娘们以自己的专业和勇气一次次成功
地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的高度
肯定，当地民众看到中国维和军人总会竖起大拇指。“这让
我感到光荣，也感到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和平的阳光需

要大家共同守护。”许晓露说。
在大国外交舞台，他们为国家担当，为人

民负重，对世界尽责——
“在苏丹的日子给我的外交生涯扣好‘第

一粒扣子’。”27岁的青年外交官甘俊晨已经常
驻苏丹 4个年头。在他的手机里，保存着去年
3月中国援助苏丹新冠肺炎疫苗交接仪式的珍
贵照片。

为了让在苏丹中国公民和苏丹民众尽快
打上中国疫苗，甘俊晨面对疫情风险、高温酷
暑和社会动荡等挑战，积极协调各项工作，以
促成中国疫苗顺利落地。“在苏丹的中国同胞
和苏丹民众接种上疫苗后，纷纷给使馆发来感
谢信，这让我和同事更加深刻感受到外交工作
的价值。”甘俊晨说。

在援外医疗一线，他们捍卫生命之重，诠
释大爱无疆——

在东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来自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护士代金丽每天踏着晨
光出门，总是第一个到达病房，在接收药品、巡
查患儿的工作中，开始平常而又忙碌的一天。

2020 年 12 月，第五批援巴巴多斯中国医
疗队开始在当地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伊丽莎白
女王医院开展医疗援助，31岁的代金丽被分配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工作。截至去年底，她已
护理了当地 500余例新生儿，参与抢救危重患
儿40余例。“你为我们做了很多，让我们感受到
了爱。”患儿家属很喜欢这位笑起来眉眼弯弯
的中国医务工作者。

一个国家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迹；一
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给青年回
信、与青年座谈、向青年演讲，习近平总书记不
仅格外关心中国青年成长，也对世界各国青年
的成长寄予厚望、嘱以重托。

“希望各国青年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
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

“中国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
也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
看到的中国，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界各国
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
从“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

表走入粤港澳大湾区，探寻中国发展的奥妙，
到俄罗斯小伙阿克毛参与中企在当地的多个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和中国伙伴们一道
讲述中俄合作的生动故事；从在华非洲青年代
表团团长门杜积极投身中非青年友好事业，牵
头搭建多个中非青年沟通平台，到中美青年在

“气候变化青年在行动”对话活动上，共同探讨
青年人在应对世界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能发挥
的作用……

中国青年与世界各国青年走得越来越近、
友谊越来越深，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贡献智慧力量、展现青春担当。

崇尚实学实干，投身“一带一
路”建设，为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贡献青春力量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第三次“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忆起20多年前一
件往事。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接待了来访
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我
向他介绍了菌草技术，这位省长一听很感兴
趣。我就派《山海情》里的那个林占熺去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如今，福建农林大学在读博士生蔡杨星，从导师
林占熺手中接过了菌草援外的接力棒。

2021年 5月，蔡杨星作为青年技术专家第三次前往中
非共和国推广菌草技术。中非共和国是全球最贫困的国
家之一，近一半人口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在这里进行技术
推广，蔡杨星和同事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缺乏实验设备就
开动脑筋因陋就简，语言不通就白天工作晚上自学法语，
疟疾高发季节得了疟疾还坚持工作……

“我对中国菌草技术很感兴趣，感谢中国专家手把手
的指导！”当地青年蒙加拉在蔡杨星所在的菌草示范基地
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已经能够独立指导其他农
户种植菌草。“希望我可以带动更多农户了解菌草！”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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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闫伊乔） 记者17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口达到 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3.8
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
得到稳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
443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2 年的 30%提高
至2021年的57.8%，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据介绍，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
5.25万门，注册用户达3.7亿，已有超过3.3亿人次在校
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全球第

一。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3万余门、
在线开放课程1.1万余门，聘请17.4万名行业优秀人
才担任创新创业专兼职教师，超过1000所高校的139
万名大学生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获得了
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全国60%以上的基础
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

中国特色的高校学位授予体系、专业目录体系和
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265
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前目录内专业771种；
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人才
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

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了解大运河历史文化，在参观展览
中增长知识，感受博物馆展品的文化魅力。图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一角。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上午9时，61岁的许秀青从后山
下来，提篮里多了两捆自己种的蒜
苗、芹菜。中午，鲜亮可口的菜肴便
上了农家乐的餐桌。

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乡田
铺大塆，许秀青的“春临农家”餐馆吸
引不少回头客。2014年开业至今，收
入年年递增。“去年收入 30 多万元，
在县城买了两套房。”许秀青笑言。

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鄂豫
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
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
创造了“28 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解
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县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
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在田铺大塆，总书记走进一家家
创客小店，询问手工艺品销路、民宿
入住率、小卖部经营等状况。

这两年，村里开办农家乐 11家、

民宿 21 家、创客小店 24 家。田铺大
塆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被命名
为“文创小店+乡舍农家+特色商品”
旅游扶贫范例单位。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
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田铺大塆
经济活了，带动周边快速发展。

从田铺大塆驶向西南，不过 5公
里，一座典雅秀致的村落映入眼帘。
白墙、黛瓦、篱笆，倒映在池塘，山坡、
古树、小径，陶醉着游客。这里便是
泗店乡大畈村。

昔日大畈村，坑塘脏、堆柴乱，到
处是牛栏、废弃房。2021 年，新县争
取 5000 万元中央专项公益金，撬动
各类资金近 5亿元，建设红色大别山
乡村振兴示范区。乘政策东风，大畈
村修缮房屋、清理河道和坑塘，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村边小山上，仅 300 年以上的
古树就有310多棵，再加上红28军军
部旧址等红色景点，我们打造‘红色
传承’主题旅游线路大有可为。”大畈
村党支部书记管义福说。

美丽乡村，产业为基。在新县陈
店乡电商物流中心，茶叶、松针、艾草、
手工鞋垫等数十种特产上线交易。

“通过电商卖出的茶叶，占公司
销售额的比重超过八成。”河南紫祥茶
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涛坐在直播间，
冲上一杯新茶，叶芽翻滚，茶香四溢。

在陈店乡，杨涛从事茶产业 19
年，承包 300多亩茶园，每年自产、代
销 5000 多斤茶叶。采茶繁忙的春
季，公司每天雇 70多名农民，每人每
天可挣 200元，“脱贫户优先聘用，每
人再加10%工资。”杨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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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跃峰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跃峰

五千年中华文明犹如川流不息的长河，
收藏、保护、展示着文明印记的博物馆正是
我们凝望过去、连接现实、通往未来的一个
渡口。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为“博物馆的力量”。在今日中国，博物馆
蕴藏和迸发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双休
日、节假日，哪里打卡的人最多？哪些地方
的门票最难预约？电视和手机上什么节目
最受欢迎？眼下，提起中国最热门的文化场
所、最火爆的文化 IP，博物馆以及博物馆里
收藏的文物无疑是其中之一。各地大大小
小的博物馆门前排起长龙，故宫博物院、国
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等经常“一票难求”，“逛博物馆”成了居民日
常文化生活的新需求，博物馆日渐成为彰显
城市人文底蕴的文化空间……这都是博物馆
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重视博物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地
方考察时，多次去当地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
位，就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
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
所大学校”“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
文化说话”。这十年，中国博物馆事业焕发
勃勃生机。“十三五”期间，全国备案博物馆
由 4692 家增至 5788 家，增幅 23.4%，博物馆
年度参观人数由 7 亿人次增至 12 亿人次，年
均增加 1 亿人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参观博物馆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十
四五”末，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将达到 6500

家，年举办陈列展览数量达 3 万个，年观众
数量达 14 亿人次。

不仅“外核”明显提升，中国博物馆在展
陈、策划、传播等“内核”方面也与时俱进、推陈
出新。许多博物馆还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开
展公共教育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借助科技手
段开发手机应用、线上展览，推动数字化保
护。博物馆里的文物从此“转”起来、“智”起
来、“动”起来，跟观众产生更多联结，激发着人
们参与文化保护、文化建设的热情。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
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同时，如何让文物“活”起
来，让文物说话？中国的文博工作者、文艺
工作者近年不断创新表达形式，讲好文物故
事：风靡全网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让众多 90 后、00 后将目光投向古老的故宫
博物院，推促“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火遍全
国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引发社会各界对
文物、考古的广泛关注；刷屏出圈的舞蹈《唐
宫夜宴》让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重量级国
宝以 20 亿次的播放量名扬海内外；借《千里
江山图》的灵感而创作的舞剧《只此青绿》一
再加演，打破演出场次纪录……在准确提炼
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过程

中，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
科技价值、时代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彰显，博
物馆的力量愈加凸显。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凝固的历史，但
它们从来不是静止的。一件件青铜玉器，一片
片竹简木牍、一幅幅珍贵字画，不仅见证着一
个国家的历史，也跃动着一个民族的根脉。今
天，我们竭尽全力保护文物，释放文物承载的
文化力量，就是为了更好地触摸过往、感知历
史，将所有苦难与荣耀、沉重与激情积聚成阔
步前行的文化自信，意气风发踏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让我们的博物馆更有力量
■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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