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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道。”学生会工作人

员正处于心智成长时期，做好

学生会工作的能力、素质和作

风不可能与生俱来，必须严格

锤炼，方能功夫到家。《关于

推动高校学生会 （研究生会）

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 明确指

出，学生会要加强日常教育管

理，强化服务意识，创新工作

思维，严管组织骨干，坚持从

严治会。共青团和学联组织要

落实好指导管理责任，推动学

生会改革不断深化，展现清新

阳光的组织形象。

从严治会首先是政治上要

严格。学生会是党领导下的主

要学生组织，学生会工作是党

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学生会

必须坚守政治信仰，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做到学思践悟、

真 信 真 行 ， 不 断 增 强 政 治 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必

须把牢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聚

焦职责使命，锐意改革创新，

服务学生成长。必须加强政治

引领，努力在同学心中播撒制

度自信的种子，引导和带动广

大同学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高度统一于成才报国的思想和

行动之中，将广大同学最广泛

最紧密地凝聚在党的周围。

从严治会关键是组织上要

规范。科学的领导体制、组织

架构、运行机制是学生会健康

运 转 的 基 本 支 撑 。 要 构 建 精

干 高 效 的 组 织 体 系 ， 聚 焦 主

责 主 业 ， 优 化 机 构 设 置 ， 精

简人员规模，提升运行效率，改进运行机制，克服

学生会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等问题。要制定严格规

范的选人机制，综合政治素质、品德修为、学习成

绩、奉献精神等表现严格选拔学生会工作人员，切

实 把 好 政 治 关 、 学 业 关 、 能 力 关 、 作 风 关 、 群 众

关，确保有理想追求、有奉献精神的同学进入学生会

工作机构。 （下转 3 版）

坚持从严治会

塑造清新形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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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改革进行时

﹄
述评之七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2 日 电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要树立命

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相互尊重

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

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

色复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的道路，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5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联合国隆重举行纪念峰会，铭记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历史经验和教训，重申对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疫

情进行斗争。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展现出

人 类 在 重 大 灾 难 面 前 的 勇 气 、 决 心 、 关

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情终将被人类战

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我们要践行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调集一切资源，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

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下转 4 版）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2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22 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

体 育 领 域 专 家 代 表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

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此作出一系列战略部

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落实工作，努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

健康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各项

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

建平，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天津大学冯骥

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青

年京剧团艺委会主任孟广禄，中国文联副

主 席 、 上 海 话 剧 艺 术 中 心 一 级 演 员 奚 美

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

院 长 范 迪 安 ，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党 委 书 记 卢

江，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北京体育大学中国

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鲍明晓等 10 位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表

先后发言，就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传承

和创新、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设体

育强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每一

位发言代表深入交流，询问有关情况，就

一些工作和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进行评

点，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的发

言，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

的其他专家和代表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

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十四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

学校体育美育，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

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优化

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

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

习推进机制。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聚焦

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

术攻关。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

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

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全面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下转 4 版）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田文生）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共青

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持续推进改革

试 点 工 作 ，9 月 15 日 至 18 日 ，全

国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

工作分片交流研讨先后在湖北大

冶市、浙江义乌市举行。团中央基

层建设部负责同志、团中央改革

试点项目组指导员，团湖北省委、

团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各试点县

（市 、区）团 委 书 记 ，以 及 中 央 团

校、中国青年报社有关同志参加

交流研讨。

各试点地区聚焦改革团干部

管理制度、改革县域共青团组织

设置、改革县域团的活动方式等

三方面十项具体举措，介绍工作

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着重围绕

本次改革试点探索基层团组织如

何“去行政化”，在县域恢复共青

团基本的政治功能、形成初步的

社会功能，共青团生存方式、活动

方式如何更加社会化以及改革评

价标准等方面内容，交流思考认

识，提出工作建议，归纳改革路径。

交流研讨期间，湖北片区参

会人员赴大冶市大箕铺镇水南湾

村、尹家湖中学、高新区向阳社区

等地，调研了解农村青年骨干人

才培养和选用机制、村级青年志

愿服务组织建设、团员教育管理

和校内外社会实践载体建设，团

员社区报到机制和创新社区青年

组织形态等工作。浙江片区参会

人员调研学习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市场团建工作法，后宅街道“一村

一 青 年 委 员 ”选 育 工 作 ，李 祖 村

“青年委员+青春职业经理人+青

年农创客”农村团建综合体资源统

筹机制，网上共青团建设，义乌市

学校共青团改革“543”行动，国际

商贸学校团建经验等。

调研交流中大家一致认为，

改革试点进入改革冲刺和总结评

估阶段，要立足自我革命和自我

奋斗，进一步对标对表，把握改革要义和重点举措，瞄准形

成具有开创性、标志性、革命性的成果，总结规律、去伪存

真，紧锣密鼓将改革试点向前推进，努力探索提炼出更多管

长远、有实效、可复制的真经验，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为纵深

推进改革向基层延伸、加强团的基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团中央组织全国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地区深入交流研讨试点工作
对标对表

聚焦重点

全力交好改革试点答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陈卓琼 张瑞玲

在外 30 多年，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农民

曹任来“哪里好就跑哪里去打工”。

1980 年，他 16 岁，打了第一份工。当时，改

革开放的大幕正在拉开，“小康”刚被用来描述

中国现代化的图景。这个词，他此后听了很多

年，伴随他去到不少“有钱赚的好地方”。

这些年里，曹任来在不同的工种中打转，离

家乡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也越来越远。他从没

想过“小康”和自己有什么联系，更没想到进入20
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乡村旅游的项目会在家乡的

县城和村子冒出来，“好营生跑到了家门口”。

2017 年，53 岁的曹任来“跑”回了已成

为景区的村庄。这一次，他也有了自己的“小

康”感受：有车有房，路好水也好。

他 会 鼓 励 两 个 女 儿 往 好 的 地 方 去 ， 也 相 信

“村子发展好了，年轻人自然会回来”。他发现，

过去感觉很遥远的“小康社会”，在几代人奋斗

接力后，已经不再遥远，自己青春记忆里的“小

康”，正走进今天的生活。

山居村落里的农俗景观

如今的婺源县被称作中国最美乡村是有原因

的——这里保存了最纯粹的乡土野趣，沿袭着春

生、夏种、秋收、冬藏的农耕作息。3 月，走进江岭

村或是篁岭村，能看到万亩油菜花田；8 月，穿过依

山而建的古屋，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秋晒正在进行。

常遇到游客在家门前留影、探路的曹任来不

敢相信，留不住人的家乡成了“别人口中的世外桃

源”，他回村的 2017 年，篁岭景区的游客量第一次

突破百万人次。路上碰到游客问他“山泉水能不能

喝”，他有点恍神，“可以喝，我们从小就喝”。

30 多年前，这里缺水少路，120 多户 800 多

人的村子只有少量山泉水和一口井，“用肩膀挑

点水回家，吃喝都不够，更不要说洗澡”。

改变的迹象出现在 2009 年。当时在外打工

的曹任来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村里要搞开

发，搞乡村旅游”。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曹任来

担心不靠谱，“怕没有饭吃”。

当时参与挨家挨户动员的村民曹锦钟记得，

后来，婺源旅游集团负责人和当地干部对照政策

文件，找到了“全村整体搬迁”的办法，通过产

权置换，把依山而建的老屋和田地按原样保留，

在山脚下新建篁岭新村。

到陶淑云回村当导游的 2013 年，已经有几

家农户办起了农家乐，那一年景区开始试运营，

将篁岭村的秋晒改名为“晒秋”，这个象征丰收

的农俗形式目前是村里最重要的农俗景观。

用篁岭景区负责人吴向阳的话来说，篁岭村

注定与其他村子不同，“这个山居村落里，100多栋

民居都建在陡峭山崖上，农民在自家屋顶搭晒台、

晒农作物的生活方式就是当地最大的地域特色”。

被改变的村庄与人

加入景区农业拓展部 3 年来，管理 40 多人的

曹任来每天都走过去离家的小路，到山脚下上

班。旅游开发这些年，他眼里“一点儿没变”的

村子，有了直通县城的公路与更充足的水，花草

也出现在老屋的围墙夹缝里，看似古老的村子有

了更多底气迎接远客。 （下转 4 版）

景区里做生意的江西农民：

“好营生跑到了家门口”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

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树立新发展理念
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重大举措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全 面 推 进 教 育 文 化 卫 生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沪宁韩正出席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9 月 22 日，大学生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镇东水圣泉生态园搬运收

获的荞麦。当日，内蒙古能源职业学院“美好生活劳动创造”主题劳动实践教育周

启幕，全校 3200 名学生将分批来到田园，帮助农民收获荞麦、玉米等农作物，感受

丰收的喜悦。 王 正/视觉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对年届不惑的杨振刚来说，最大的

幸运莫过于以创业历程，见证家乡山东

省阳信县一步步“牛”起来的过程。

20 年 前 ， 杨 振 刚 是 阳 信 县 唯 一

一家肉牛加工企业的销售员。一路摸

爬滚打，如今，杨振刚的企业以全程

冷链、全程净化、全程溯源的智能工

艺设备跻身行业世界先进行列。

同 样 在 这 20 年 间 ， 阳 信 县 完 成

肉牛产业规模由小到大、布局由散到

聚、居民由穷到富的“蝶变”。

如今的阳信，肉牛年屠宰量居全

国 县 级 首 位 ， 产 品 走 进 过 北 京 奥 运

会、上海世博会、杭州 G20 峰会、上

合青岛峰会，全县 40%人口从事肉牛

产业相关工作，并赢得“中国第一牛

县”的美誉。

有痛定思痛的抉择，也有破釜沉

舟的勇气——在这篇“牛文章”的背

后，足以窥见一个县的改革路径。

“阳信肉牛产业历史久远，基础良

好，技术手段也较同行相对领先。”阳

信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荩一介绍，早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阳信就存栏肉牛

18 万头，户均两头。到上世纪末，已呈

现“ 有 钱 没 钱 都 养 牛 、买 牛 卖 牛 不 出

村、回汉联手谋发展”的良好态势。

然 而 ，2000 年 年 底 ， 正 值 全 县

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当地发生

了一起不良事件，给全县肉牛产业造

成重创，也使人民群众损失惨重。为

重振当地的肉牛产业，阳信县将一家一户

的小作坊纳入全县的发展规划，共谋发展

大计，盘活政府、社会、企业、农户、市场五

方主体，算好民生、环境、发展三笔账。

阳 信 县 尝 试 通 过 典 型 示 范 、 品 牌 引

领、产业提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双丰收，为产业带动县域发展、百姓增收

探出新路。

短 短 几 年 ，经 济 就 有 了 明 显 起 色 。到

2016 年 ，阳 信 存 栏 肉 牛 已 达 27.8 万 头 ，规

模肉牛养殖企业 130 余家。 （下转 4 版）

山东阳信富民强县的改革路径

“牛县”写就一篇“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