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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4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

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就

中老建交 60 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老是社会主

义友好邻邦和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建

交 60 年来，中老始终心意相通、真诚相交，

坚持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树立了国

家间交往的典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了积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老同舟共济、携手抗疫，生动诠释了患难与

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老关系发展，

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以落实构建中老命

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主线，密切高层往来，加强

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在下一个 60年不断迈上新台阶，使两国人

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通伦在贺电中表示，热烈祝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衷心感

谢中方为老方抗击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的宝贵援助和大力支持。老中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愿同中方深化全面战

略合作，扩大各领域友好交往，推动老中命

运共同体建设持续发展。 （下转 2 版）

就中老建交 60 周年

习近平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老挝政府总理潘坎互致贺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4 月 19 日，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日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清华大学考察。

毕业生代表黑泽将回陕西成为一

名基层选调生、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服

务。此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黑泽

备 受 鼓 舞 ，“ 更 加 坚 定 了 自 己 的 选

择，希望能融入乡村振兴的洪流，在

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所学，贡献力量”。

和他作出相似选择的，是这样一

批清华人：新疆军区某团副参谋长李

高杰爬雪山、翻达坂，将青年对祖国最

质朴的爱融入边关的风雪洗礼中；机械

系毕业生方鹏飞投身国家重大技术装备

研 制 事 业 ， 至 今 已 扎 根 四 川 德 阳 十 余

年；阿丘科技创始人、计算机系毕业生

黄耀正为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工业

检测平台挥洒汗水；工物系博士毕业生

李姝莹投身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是对频上热搜的提问“清华毕业

生都去哪儿了”最有力的回应——数据

显 示 ，21 世 纪 以 来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以来，清华毕业生在充分就业的基础

上，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质量持续

提升，到重点行业和领域就业的比例已

由 20 年 前 的 三 成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八 成 ；

京 外 就 业 比 例 也 由 20 年 前 的 不 到 三

成，变为连续 8 年超过五成。近 10 年来

博士毕业生到海内外高等院校、省部级

以上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就业的比例超

过 50%。2017 年以来，累计输送中国籍

学 生 246 人 次 赴 54 个 国 际 组 织 实 习 任

职，其中海外岗位超过 60%。

从校门到社会，站在人生至关重要

的十字路口，这群清华人的去向不一。

但众多个体的选择，汇聚成当代清华人

面临重大人生关卡时的集体思考——立

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

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的响

亮回答——习近平总书记 4 月 19 日在清

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年要肩负

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

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

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时 代 之 问 ：清 华 的 毕 业
生都去哪儿了

“ 清 华 的 毕 业 生 都 去 哪 儿 了 ？” 人

们 热 议 的 背 后 ， 是 对 一 所 大 学 人 才 培

养 效 度 的 审 视 。 在 公 众 的 认 知 中 ， 清

华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选 择 ，不仅代表着清

华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也代表着中国青

年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这份成绩曾遭受

过时代的冲击。

2002 年，清华大学只有 27%的毕业

生到国家重点单位就业，其余的都出国

留学或去外企。彼时，国内其他高校的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当时，一名在清华

大学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说：“外

企抢得最厉害，跟毕业生谈工资，一出

手就是每月几千、上万。要引导毕业生

到重点单位就业，难呐。”

时代之问，需要用与时俱进的态度

予以解答。 （下转 2 版）

清华大学毕业生以人生选择回答时代之问——

莘 莘 学 子 赴 远 方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杜沂蒙）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和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

要 讲 话 精 神 ，近 日 ，在 第 26 个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时，全国各

级青联组织举办“青春同心·永

跟党走”一起读党史分享会。团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

主席徐晓出席活动并作总结点

评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全国青

联秘书处、团北京市委、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负责同志

出 席 活 动 ，500 万 人 通 过 网 络

直播形式参与活动。

分 享 会 邀 请《信 仰 的 力

量 —— 共 产党员的信仰故事》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 学 院 教 授 赵 朝 峰 作 主 题 分

享，围绕书中生动鲜活的故事

阐述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

为何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

题。全国青联委员陈义望、王虎

学、徐颖、夏锐等从不同角度分

享 了 学 习 党 史 著 作 的 心 路 历

程、方式方法、感悟收获。该活

动发布了全国青联党史读物推

荐书单，并向现场青年代表赠

送了党史书籍，鼓励广大青年

深入学习研读经典党史读物。

近日，全国各级青联组织

均开展“一起读党史”读书分享

活 动 ，5 万 余 名 各 级 青 联 委 员

走进青年之家、创客空间等青

年聚集区，与青年一起学党史、

谈感受、互动交流，共同汲取爱

国爱民、锤炼品德、勇于创新、

实学实干的力量。

“以前身边小伙伴聊得更

多的是时尚理念、流行文化，直

到参与这次活动，让我感到党

史离自己并不遥远，读党史解

决了不少我困惑的问题，对认

识问题的角度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参加活动的北京市青年代

表赵伯龙说。

“作为一名社区青年工作

者，参加此次活动后更加觉得，不仅自己要把党史学深，

更重要的是带动社区里更多的青年一起学党史，用自己

的语言带动小伙伴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北

京市社区青年汇工作人员鲁青说。

学好百年党史

凝聚前进力量

全国各级青联组织举办一起读党史分享会

4 月 25 日，王欣颖在蜡染体验店内展示自己制作的蜡染抱枕。

21 岁的王欣颖是贵州丹寨县人，6 岁开始接触蜡染，19 岁被评

为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

苗族蜡染是苗族世代相传的民间手工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 年，随着脱贫攻坚的大力推进，贵州丹

寨万达小镇建设起来，邀请了大批非遗传承人入驻，给予补贴和免租

待遇。王欣颖也和家人一起在小镇上开设了蜡染体验店，带领游客一

起体验蜡染制作技艺。除了蜡染体验店，王欣颖还和家人一起在当地

开设了蜡染制作车间，专门从事苗族蜡染产品的制作、研发和销售。

王欣颖一家也由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宣告脱贫，成为了当地有名

的“蜡染之家”。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焦
晶娴）一场跨越百年的“隔空对话”将于 4 月 30 日在上

海市渔阳里广场拉开帷幕。自当天至 5 月 4 日，由共青

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上海市委共同主

办的“穿越百年，叩问初心——‘时光之镜’建党百年

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将向公众开放。

活 动 设 有 “ 时 光 之 镜 ” 体 验 亭 ， 将 5 位 革 命 先 烈

“请回”这里，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的中学生邓

恩铭，翻译 《国际歌》 第一个可传唱版本的瞿秋白，红

十军创始人、曾在狱中写下 《可爱的中国》 的方志敏，

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创始人向警予，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

参观者可通过手势识别等方式与先烈互动，向建党

百年致敬。全国网友不仅可参与主办方在微博和知乎等

平台发起的问答活动，回答革命先驱的“提问”，还可

通过 H5 《你若记得 我便活着》 参与互动。

“时光之镜”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6 月底。其间，相

关体验装置将被投放至革命先烈的故乡等地巡展，邀请

广大青少年将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奋斗誓言拍给先辈看、

讲给先辈听。中国青年报社已与知乎共同发起“在哪

些瞬间，你觉得中国很‘可爱’？”“百年来，哪些歌曲让

你 听 了 以 后 感 到 热 血 沸 腾 ？”等 问 题 。此 次 活 动 拟 开 展

团日活动、青春歌会、快闪等相关活动，力图打造新潮、

有 趣 味 、艺 术 化 的 公 共 文 化 体 验 产 品 ；将 在 微 博 发 起

“百年奋斗路上，谁让你念念不忘？你想对他/她说些什

么？”的话题问答。

穿越百年 叩问初心

“时光之镜”
即将开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今 年 25 岁 的 蒙 常 生 是 从 广 西 大

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弄顶屯的

“ 天 梯 ” 上 走 出 去 的 第 二 名 大 学 生 。

村里的人说他是“全村的新希望”。

这个山坳里的小村屯从前连通往

外界的路都没有。为了方便孩子们外

出上学，村民在危崖处搭建过一个木

排，人们称之为“天梯”。这是数十

年来当地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去

学校时，他们一边扛着生活用品，一

边 爬 天 梯 。 年 龄 小 的 孩 子 要 手 脚 并

用，才能翻越 10 多米高的悬崖。

弄 顶 屯 通 往 外 面 的 公 路 是 2014
年 建 成 的 ， 天 堑 变 通 途 —— 孩 子 们

“ 爬 天 梯 上 学 ” 的 时 代 彻 底 结 束 了 。

此后，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走

进全国各地的大学，其中不少学生打

算“反哺”家乡。特别是近几年，弄

顶屯正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羡慕别的村有公路”

蒙 常 生 2020 年 重 新 回 看 过 天

梯，他从家出发，先是通过一条细窄

陡峭的山路爬到山顶，当时发现，因

长时间无人行走，部分路段的杂草已

有半人高；接着，从山顶往下望去，

看 到 一 座 已 经 有 些 腐 烂 的 木 梯 呈 75
度角斜靠在断崖上——这就是他走过

5 年半的“天梯”。

蒙常生从小就爬天梯，第一次是

在四五岁时跟着父母一起去地里，后

来 又 跟 着 当 教 师 的 父 亲 爬 天 梯 去 上

课。他说，弄顶屯所有的孩子还没读

书时，自己就爬过天梯了，“我们要

去干农活。”

爬 天 梯 是 一 件 风 险 不 小 的 事

情。上 世 纪 ， 弄 勇 村 一 名 村 民 因 酒

后 不 慎 跌 下 天 梯 身 亡 。“ 小 时 候 走

那 里 很 害 怕 。”刚 上 小 学 时 ，蒙 常 生

翻 越 天 梯 单 程 就 得 用 时 0.5-1 小 时 ，

天 黑 了 得 打 着 电 筒 爬 回 家 。 他 说 ：

“ 那 时 村 里 没 有 路 ， 特 别 羡 慕 别 的 村

有公路。”

“ 负 重 ” 是 爬 天 梯 时 的 一 项 挑 战 。

上学时，蒙常生的书包里不仅有课本，

还得背一周的口粮，大姐帮他背过一段

时 间 。 但 自 从 大 姐 上 初 中 后 二 姐 生 病

了，这个小男子汉承担起了帮二姐背口

粮的担子。他记得，当时背得最多的是

黄豆——因为黄豆拌饭是寄宿生最常吃

的食物。对于他和很多同学来说，吃肉

是 一 件 很 奢 侈 的 事 情 ， 如 果 从 家 带 了

肉，一般存放不过 3 天，只能在周一、

周二尽快吃完，“如果有一顿肉，所有

人都会围着你，一起吃肉”。

蒙常生的求学之路像爬天梯一样艰

难 。2006 年 父 亲 过 世 时 ， 他 刚 上 二 年

级 ， 那 时 母 亲 实 在 供 不 起 3 个 孩 子 读

书，他想过放弃读书：“每到开学，家

里都没钱交学费。”尽管大姐初中毕业

后很想继续读高中，但还是选择外出打

工补贴家用，把上学的机会留给蒙常生

和他的二姐。

2016 年 ， 蒙 常 生 如 愿 考 上 大 学 。

村民都说：“你是全村的希望。”大学毕

业后，他再走这条见证自己奋斗历程的

天梯时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

觉，很累但又很怀念，有时候很迷茫、

想放弃，但一直有一个梦想让自己坚持

下来——一定要走出大山。”

（下转 2 版）

公路通了 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天梯”上走出去的大学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 卓

学生会是学校联系广大同学的桥

梁和纽带，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学生

会以全心全意服务同学为宗旨，坚持

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努力打造

服务型学生会的品牌，做有问必答、

有求必应的学生服务组织。

学术服务一直是学生会学生服务

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该校学生会通

过广泛收集学生在学业发展上的需求

和困难，加强同学之间的学习交流、科

研 互 助 ，引 导 同 学 相 互 促 进、共 同 成

长，为大家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一次调研中，学生会发现同学

们在期中、期末季存在课业辅导需求，

希望得到同专业优秀同学的帮助。为

此，学生会积极发挥服务作用，联动部

分院系青协，在秋季学期期末筹备组织

留学生线上辅导活动，为疫情防控期间

不能参与线下课程学习的留学生开展线

上一对一、一对多课程辅导，并鼓励他们

交流学习对方祖国的文化和语言。

长期以来，很多同学希望校内有能

够出声朗读的地方。从 2016 年起，“北大

树洞”便多次出现希望建设朗读教室的

贴文。后来，图书馆开了“朗读亭”，但数

量较少，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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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会：

做有求必应的“校园港湾”
在 中 兴 公 司

展 位 ，云 端 平 台

人 物 实 时 抠 像 ，

将影像合成到一

起 后 ，实 现 三 个

“自己”相互打招

呼 （4 月 25 日

摄）。当 日 ，第 四

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在福建省福

州 市 开 幕 ，本 次

展会发布了包括

5G、区 块 链 、人

工智能等一系列

新技术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