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 陈凤莉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美术编辑 / 程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董碧水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青春建功先行省”

的强大动力和生动实践，引领青少年投身

建功先行省，是团浙江省委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鲜明导向。

为此，全省各级团组织的委员、代表和

团的领导机关干部结合实际，聚焦青年关

注的突出诉求和企业、基层反映集中的困

难需求，深入基层调研，发现问题、梳理问

题、解决问题。

至今，浙江各级团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

开展各类调研活动达 200 余次，并运用四个

“亲青”“志愿汇”等平台，提升精准服务水平。

团金华市委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开

展“金华青年助力万名银龄跨越数字鸿沟”专

项行动，动员村社青年委员、行业青年和社会志

愿者加入“青春数智员”队伍，为老年人提供一

对一、手把手的操作指导，让老年人共享数字化

改革红利。团市委还聚焦“两新”组织，推出“青

春暖蜂”关心关爱快递从业青年八大行动。

在台州，团市委启动“青少年民生十件

实事项目”，推出包括“青创赋能‘十个一’工

程”、青少年维权一件事改革、“双百双服务”、

“垦荒杯”数字化改革应用场景创新大赛等，

为全市青少年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

团湖州市委根据青年创业者在电商经

营、新媒体制作方面的需求，整合资源开出

“两山”青年学院青创班，对来自全市的中小

微企业电子商务人员、创业青年、直播带货

工作者等进行培训。还推出了“数字化改革

青春潮头”“青年人才团聚湖州”“新锐湖商青

春动力”“乡村振兴青春建功”“文明习惯从小

养成”“关爱帮扶护航成长”“基层治理青春破

题”“‘号手岗队’品牌提升”等十大青春行动。

宁波则打出“甬城亲青小区”品牌，团

市委通过“亲青圆桌会 ”“青年业委会 ”和

“青治握握团”“青春智囊团”等，发挥青年

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把学习党的百年

历史与学习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历史相结

合，广泛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团嘉兴市委开

展“ 百 对 银 青 学 党 史 颂 党 恩 诉 传 承 ”，120
位老同志与团组织现场结对。团温州市委

组 建 红 色 宣 讲 志 愿 者 队 伍 ，开 展“ 建 党 百

年 初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

等，用红色宣讲为志愿服务赋能。

“我为青年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

我 为 基 层 减 负 担 ”。浙 江 不 少 地 方 团 组 织

推出、打造共青团“三服务”2.0 版，引领深

化共青团改革。针对留守儿童、困难青少年

等群体，开展数据监测、需求研判，在结对

跟踪、个案帮扶等精准服务上持续升级。并

发挥青联组织等人才智力优势，开展为革

命老区直播带货、建设“希望小屋”、向乡村

小学捐赠图书等，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为革命老区青年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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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

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团浙江省委负

责人表示，“三个地”是浙江最大的政治

优势，也为浙江团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

浙江是“红色根脉”。团浙江省委从

谋划制定工作方案开始就强调，要以更

高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结合浙江实际

制定了《全省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学习教育计划》。

按照《学习教育计划》，浙江团组织

党史学习教育将贯穿 2021 年全年。总体

安排以团中央召开“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 走 ”学 习 教 育 动 员 会 为 起 点 ，结 合 浙

江、浙 江 共 青 团 和 团 员 青 年 实 际 ，突 出

“红船味、浙江味、新时代味、青年味”，明

确在学习、宣讲、宣传教育、实践和组织

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开展专题活动。

全省五大专题活动、20 项重点举措

中，80%是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活动举

措。如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中，要求深刻领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青 年 工 作 的 重 要 思

想、“八八战略”与“五大历史使命”之间

的逻辑脉络与实践路径。

在学习资料选择上，除指定书目外，

明确把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思

想实践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独特资

源和核心内容，将《习近平在浙江》、“习

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

践”等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

“‘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

探索与实践’是浙江省委实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溯源工程’的

重要成果。”团浙江省委负责人说。《学习

教育计划》明确，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干部要

利用各级团的常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专

题学习会、团干部读书会等开展专题研讨。

要求团员青年充分利用党史学习打

卡小程序、党史学习网上答题平台、“青年

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浙里潮音”互动

学习产品、青联党史大讲堂、“红领巾爱学

习”网上主题队课等进行线上互动。各级

团组织在微信公众号、网站、微博等新媒

体开设“浙团有话说”“浙里青年话党史”

“红领巾学党史”等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在组织各级团干部畅谈学习心得体

会的基础上，开展“我印象最深的党史故

事”“我最想谈的几点党史学习体会”等

专题笔谈，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掀起

网上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充分发挥浙江“红色根脉”优势，结

合“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和“大陈岛垦

荒 精 神 ”“ 浙 西 南 革 命 精 神 ”“ 蚂 蚁 岛 精

神”等，组织“百团千人万场”宣讲活动，

向基层团员青年讲好“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 ”的 故 事 ，浙 江 革 命 红 船 起 航 地 的 故

事、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故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

故事、“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故

事，开展小范围、互动式党史宣讲，各市

全年宣讲场次不少于 100 场。

追寻“真理的味道”

义乌市城西街道分水塘村是《共产党

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地，也是译者陈

望道的出生地、成长地，这里广为流传着一

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1920年，陈望道在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

里忘情投入翻译《共产党宣言》，因为过于入

神，误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粽子吃了起来，等

嘴角满是墨水的陈望道回过神来，他说：这

就是真理的味道，比红糖还甜。从此，“真理的

味道非常甜”的故事便流传了开来。

观看珍贵的革命文物、感人的历史图

片，聆听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真切感受“以墨为糖”

的真理之甘，体悟历久弥新的初心光芒。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是中共农民运动

的发轫地。3 月 31 日, 萧山区红色基因“云”

传承系列活动在这里启动。

围绕中国共产党在萧山的百年奋斗历程,
立足各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基地，团萧山

区委以“农运发轫 百年青春”为主题，组织青

年讲师沉浸式讲述党的光辉历程和当地党史

故事，并进行“云”直播，让广大青少年在“云”

端感知峥嵘岁月，在“云”端传承红色基因。

衙 前 农 民 运 动 纪 念 馆 内 ，6 名 宣 讲 员

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脉络，分

别就“凤凰山下的红色记忆”“为什么说他

‘精神不死’”“妇运先驱杨之华”“胜利时,
请不要忘记我们!”“为抗日救亡而献身的

左捷”“烽火湘师路”进行主题演讲，重温党

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的

燎原星火，农运领袖李成虎的一身铁骨以

及女革命家杨之华的一片丹心，共青团先

驱裘古怀、抗日先锋左捷的一片赤诚，湘师

师生的民族大义等。

沉浸式的演讲，数字化传播，这是团萧

山区委“青年讲给青年听”的一次探索。

浙江各地各级团组织还结合实际，就近

就地利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

红色基因传承基地等红色资源，提升学习教

育吸引力、感染力。

为进一步调动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

团金华市委根据所辖 10 个县、市、区地方

特色，推出了“我爱这土地 ”“我们不会忘

记”“不怕远征难”“信仰的味道”“永远的纪

念”“人民的好儿子”“民主的力量”“星火燎

山 乡 ”等 8 条 红 色 研 学 路 线 ，让 党 史 知 识

“动”起来、“活”起来，成为青少年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身边的历史”。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寻访红色先锋模

范 ，聆 听 红 色 经 典 故 事 ，青 少 年 积 极 参 与

“红色地标”打卡，接受红色理想教育，传承

红色血脉基因。“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学

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更了解了党史里的

浙江。”一名参与的青少年感叹。

用百年故事照亮青春路

4 月 29 日，伴随《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的讲述，杭州师范大学大学生艺术团同学

们的话剧表演，让现场观众仿佛看到了百

年前一师风潮中那群敢为人先、勇于探索

的青年。裘古怀、罗学瓒、李临光等革命先

烈的故事，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据团浙江省委的不完全统计，自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有 5.9 万个团组织

开展了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机关“午间诵

读”、“夜学”、大学生“青马学院”、“青年之

家”、“红色思享会”等形式多样的组织化学

习，参与“青年大学习”网上党史教育主题

团课学习的团员青年则超过 1620 万人次，

开展各类活动 1400 余场。

“到青少年身边、在青少年心中”。浙江

各地还不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

通过青年人把党史故事讲给青年人听。团温

州市委组建红色宣讲志愿者队伍，用红色宣

讲为志愿服务赋能；团杭州市委通过大赛选

拔出 100名青年宣讲员“讲红色历史、说城事

发展、谈青春奋斗”。团衢州市委培育了 1 万

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员，组建“小锦鲤”“红领

巾”“跑小青”等基层宣讲团队，全市平均 40
名青年就有 1 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开展的理

论宣讲，至今受众已达 39万余人次。

除了成立青年理论宣讲团、星火少年

党史宣讲队、文艺志愿者宣讲团等，团台州

市路桥区委还根据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青年

电子阅读习惯，联合区委宣传部、图书馆共

同打造“超级课堂”，推出“红色故事绘”“青

年读党史”“青年理论宣讲”等系列活动，用

短视频、微动漫、微党课等，推动红色文化

“上云”，党史故事“上网”，变“室内课堂”为

“流动课堂”，使青年党团员随时可学、随地

可学。目前，总浏览量超过 10 万余次。

在舟山市普陀区，通过“线下宣讲+线上

投票”打造“党史微讲堂”，仅 5 天时间，征集

到的 33 件宣讲作品就得到了 200 多万名网

友的关注。“传承红色基因 彰显使命担当”

“从‘己’看‘跃’，展‘幸福普陀’”“奔涌吧，后

浪！”⋯⋯这些视频中，选手们讲百年奋斗，

讲家国情怀，讲发展成就，讲时代精神。

“跟着诗词学党史”是团宁波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中推出的一项线下活动。团市委工

作人员介绍，很多诗词都创作于披荆斩棘的

革命征途中，书写于血与火的战场上，是鲜

活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通过“跟着诗词学

党史”这种方式，诵出诗词的灵动，读懂历史

的厚重，让党史潜移默化地“声”入人心。

目前，团宁波市委还将线下活动视频、

诗词背后的党史故事剪辑后放到网上，“让

更多青少年可以在线上学习。”

浙江各地还充分发挥各级青年讲师团

的宣讲力量，以“青年说·说青年”等形式，

把“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和党史知

识有机结合进行理论宣讲。

因地处天目山余脉而得名的湖州市安

吉县余村，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论断的诞生地。团湖州市委结合湖州百年

党史，推出“百年百事·湖州青年说”，以各

界青年代表说湖州百年党史、谈学习体会，

凸显党史学习教育的“青年味、两山味、湖

州味”。同时开展“千场党史宣讲进基层”，

把学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必修课；开发“两山味”课程，

组织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团安吉县委更

是 设 计 十 大 系 列 活 动 载 体 ，用“ 党 史 +艺

术”点燃青年党史学习的热情。至今，全市

有 3150 多个基层团组织开展党史的组织

化学习，参与团员 3 万余名。

从党史学习中汲取智慧力量

今年夏天，陈鑫将远离家乡，前往四川

省乐山市支教。

陈鑫是浙江理工大学的大四学生，今

年年初，他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党史宣讲员

袁晶进行关于“初心”的书信交流。袁晶在

回信中，给陈鑫讲解了“红船故事”“红船精

神”。告诉他，一名党员，只要不忘初心，胸

怀国家，带着梦想奋斗，再平凡的岗位都能

收获精彩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青春，而青春最美的底色

就是奋斗和信念。”陈鑫说，袁晶的回信，让

原本处于择业迷茫期的他坚定了前往四川

支教的决心。他还表示，支教结束后将继续

深造，完成学业后，会继续选择到基层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是美好的，只有为祖国、为人民

作出奉献的青春才更有价值。”90 后青年

陈柳返乡创业做“放牛娃”，在陪伴父母的

同时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子，带领乡亲们致

富增收。95 后的乡村干部翁慧雯把网络直

播、电影拍摄、书籍出版等新鲜尝试带入基

层工作，让新兴事物走进乡镇，造福群众。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新时代，新目标，众多浙江青年将自己置身

于新的历史方位，投身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的建设中。杭州汽轮动力集团的年轻工程师

傅燕妮选择用青春和燃气轮机“磕”到底，为中

国装备制造业的皇冠镶上久违的明珠；杭州

纤纳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姚冀众和大家

分享了光伏新材料的研发过程，“创业五年，只

为创新”，团队五次刷新世界记录却依旧不愿

止步的精神让现场青年深受鼓舞。

用信仰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浙江力推青少年沉浸式党史学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董碧水

五一假期第一天，午后的嘉兴南湖阳
光灿烂，画舫“文星号”上，船舱的右壁悬
挂着一面团旗。木制的长桌椅前，来自嘉
兴南湖区社区、机关、农村、“两新”组织、学
校的16名团员分坐两边。正在进行的是团
南湖区委推出的“初心讲堂”水上团课。

“大家现在可以看向我的右手边这条
画舫，这就是共产党的母亲船，‘中共一大’
纪念船——南湖红船。”浙江红船干部学
院、嘉兴市委党校青年教师毛程涛向团员
青年们详细介绍起“红船”和“红船精神”。

“党的一大为何转移到嘉兴？”“这艘
普通的‘丝网船’为什么被称为‘红船’？”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写了中
国的历史？”老师讲得生动，团员们听得
入迷，并不时互动，进行讨论、交流。

营造沉浸式教学，把传统的主题团
课课堂搬到了实地。团嘉兴南湖区委相
关负责人认为，学习党的历史，不只是停
留在文字里，更需要迈出脚步，用心体会
先辈们曾经的足迹。

在浙江，这样的学习有很多。

4 月 29 日，“跟着总书记在浙江的足迹学党史”青春汇报会——浙江省青少年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约 500 位来自浙江各界的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红船味 浙江味 新时代味 青年味”

团嘉兴南湖区委的“初心讲堂”水上团课。

浙江共青团：打造“青春建功先行省”

浙江电力红船青年突击队保障茶农供电，助力春茶采摘，服务乡村振兴。

团宁波市象山县委组织外来务工青年听老党

员讲党史故事。

（本版图片均由团浙江省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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