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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青 年 成 长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玘云 洪克非

每逢假期，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

县 沙 洲 瑶 族 村 这 个 古 老 的 瑶 寨 里 ，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内总

是人头攒动。

80 多年前，3 名红军女战士借宿

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

条被子剪下一半送给她，留下了一段

军 民 鱼 水 情 深 的 感 人 故 事 。 80 年

后，“半条被子”的故事深入人心。

2016 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

这 个 故 事 。2020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一

到湖南，就直接前往沙洲瑶族村，参观

了“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这座陈列馆已成为人们寻访初心

的地方，是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党

性教育基地。每年数十万游客来此参

观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湘儿女传

承红色基因，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用红色资源书写乡村振兴华章

如 今 的 沙 洲 瑶 族 村 已 成 为 “ 红

色、绿色、古色”三色经典的乡村振

兴 示 范 村 景 区 ， 崭 新 的 农 舍 鳞 次 栉

比，远处青山云雾缭绕。厦蓉高速、

省道 324 线贯穿全境，距郴州高铁西

站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天南海北的访

客纷至沓来。

在 沙 洲 村 ，一 家 名 为“ 沙 洲 土 菜

馆”的农家乐里，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那座簇新的 3 层小楼是徐解秀的孙子

朱小红的家。土菜馆由朱小红的妻子经

营，朱小红和女儿在景区工作，家里还种

了 3 亩水果。一年下来，收入可观。

“过去红军给了我们半条被子，现在

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日子。”朱小红说。

红色旅游、绿色山水、特色产业，

给沙洲村绘就了一幅安居乐业的美好图

景 ：2018 年 实 现 整 体 脱 贫 ，2020 年 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5 万元，村集体收入

达到 55 万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曾走出过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

热土韶山，近年来同样依托红色旅游资

源，书写乡村振兴的华章。

2011 年 ， 习 近 平 在 韶 山 调 研 时 指

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

学常新的生动课堂。

湖 南 省 韶 山 管 理 局 充 分 利 用 红 色

资 源 ， 进 一 步 推 进 新 农 村 建 设 ， 着 力

发展红色旅游业。“十三五”时期，全

市 各 主 要 旅 游 景 点 年

均 接 待 游 客 达 2000 万

人次。

从小在韶山长大的

沈 楚 华 看 到 红 火 的 旅

游 热潮后，返乡开办梦

稀乡宿。 （下转 3 版）

湖南传承红色基因，探索高质量发展——

过去红军留下半条被子 如今党带来幸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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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全国铁道团
委，全国民航团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
委，中央金融团工委，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级团组织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的重要要
求，扎实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
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前一
阶段广泛组织团的各级委员、代表和团

的领导机关干部开展“我为青年做件
事”的基础上，现就发挥团的组织优
势，针对青年突出需求，抓住重要时间
节点，集中开展若干服务青年、服务群
众的重点项目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紧紧围绕青年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
有机融入推动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
工作实践，充分展现共青团转观念、转方

式、转作风的改革成果，集中全团力量和
资源，帮助青年实实在在解决若干困难
事、烦心事。同时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
立足本职岗位、参与志愿服务，努力为人
民群众办实事、作贡献。

二、重点项目

1.开展服务大学生就业工作。以2021
届大学毕业生特别是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
的学生为重点，开展就业精准帮扶工作。

（下转 4 版）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记者 王鑫昕 洪克非
实习生 马晓晴 通讯员 向正鹏

5 月 22 日 13 时 07 分，“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5 月 23
日早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在

长沙明阳山殡仪馆外等待送别袁隆平

的队伍，足有两公里长。

“什么是袁隆平精神？”四川农业

大学水稻研究所党委书记吴先军在同

事群里发文。他抛出这个问题，表达对

袁老的纪念。

“袁隆平代表了一种精神，我认为

袁隆平精神就是杂交水稻精神。”吴先

军说，“那是由一代新中国农业科学家

创 建 的 ， 一 种 不 唯 书 、 不 唯 上 、 不

‘四唯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编者注） ’，只唯实，团结协

作，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吴 先 军 认 为 ， 这 种 精 神 是 由 袁 隆

平、周开达、杨守仁等一代新中国农业

科学家创建的，他们一生都在为我国粮

食安全不懈努力，不断探索水稻的增产

道路，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

而袁隆平曾对自己的人生标出这样

的注脚：“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964 年 起 ， 他 开 始 研 究 杂 交 水

稻，成功选育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

交水稻品种，孕育出“好种子”；后带

领团队接连实现亩产 800 公斤、900 公

斤 、1000 公 斤 的 “ 三 连 跳 ”；2021 年 ，

又首次实现热带地区超级稻大面积种植

亩产超 1000 公斤的目标。

年过九旬的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但他曾

对媒体慨叹：“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

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

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

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杂交水稻之

父’的称谓也好，各种名目的科学大奖

也好，都不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

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像培育一粒好种子般在科学领域追

求极致，他是榜样，但也是凡人。

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

研 究 所 原 所 长 何 觉 民 记 得 ，1988 年 他

刚开始接触水稻研究时，时任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经常来学校作

报告，“在交流中了解到他胃不好，只

能吃面食”。 （下转 3 版）

袁隆平毕生的追求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魂 归 大 地 稻 香 常 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5 月 22 日 13 时 02 分 ，中 科 院 院

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在上

海逝世，享年 99 岁。此前，一颗编号为

17606 号 的 小 行 星 ，经 国 际 组 织 审 核

批准，被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吴孟

超的离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

一颗明亮的星，陨落了。

5 月 23 日，吴孟超生前工作的海

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 在医院三号楼广场为

吴老设置了灵堂。灵堂内，横幅“沉

痛悼念吴孟超院士”、挽联“一代宗

师披肝沥胆力拓医学伟业 万众楷模

培桃育李铸就精诚大医”庄严肃穆。

冒雨前来吊唁的，既有白发苍苍的医

学同仁，也有年轻的后辈，还有吴老

曾经救治的病人及其家属。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名医生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灵堂里将

近 一 半 的 白 花 是 从 外 地 快 递 送 过 来

的，从昨晚到今天中午，医院负责吴

孟超追悼仪式的工作人员接到了至少

上百个电话。

吴 孟 超 1922 年 出 生 于 福 建 省 闽

清县，治病救人 78 载，九旬高龄依

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

前。作为中国肝胆外科主要创始人之

一，他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

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几十年来培养了大

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使中国在该领域的

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在吴孟超的学生、后辈同行眼中，吴

老既是一位爱党、爱国、爱军，对每位病

人都认真负责的医学家，也是一位关怀

后辈，亲切、温暖、富有童心的可爱老人。

肝 胆 外 科 医 生 傅 晓 辉 1999 年 硕 士

毕 业 留 校 并 来 到 东 方 肝 胆 外 科 医 院 工

作，曾在 2010 年至 2011 年做过吴孟超

的医疗秘书，几乎每天朝夕相处，后来

又有几年跟着他看诊、做手术。傅晓辉

说，吴老是海外归侨，经历过中国的贫

弱年代，“振兴中华”对他来说不只是

一句口号，而是他一辈子奋斗的动力。

吴老看病时“一切为了病人”的精

神，深刻影响了傅晓辉。吴老对学生因

材施教、寄予厚望、关怀备至，让他觉

得“没有吴老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傅晓辉说，吴老在上世纪 60 年代已

经成名，但他对名利看得很淡，终生对医

学事业满怀热忱。在吴老的带领下，通过

进修生培训制度，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培养了近 2000 名医生。他们回去后，

很多人都成了当地医院的科主任或骨干

医生。二三十年前，全国只有上海、北京

等少数几家医院能够进行难度比较大的

肝病外科手术，如今在全国各省甚至县

城的医院都能进行了。 （下转 3 版）

浩瀚宇宙有颗“吴孟超星”

□ 青 平

黑色周末，巨星陨落。5 月 22
日，吴孟超院士与袁隆平院士先后辞
世，举国陷入巨大的悲恸和哀悼中。
人们在袁隆平院士离去的医院门口
久久徘徊，泪眼婆娑，不忍离去；
长沙城内悼念送别的人群，更是排
起长长的队伍。在上海吴孟超院士
的灵堂内，有将近一半的白花是从
外地快递送过来的，工作人员不断
接到各种吊唁电话。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写下极富感染力的文字，通过留
言、评论和转发等方式，持续不断向
两位科学家致以敬意和哀思。让人更
为感慨的是，追悼人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年轻人。

心里有人民的人，人民一定会记
得他。人们对两位院士自发的缅怀和
悼念，正汇成一场声势浩大、回响不
断的集体吊唁，这种发乎于心的默契
行动，交织着所有人的深厚情感，呈
现出人民共享共振的英雄记忆。

全网刷屏、众人落泪，不约而同
的追忆行动、交相呼应的情感表达
中，最多的敬称是“国士”和“英
雄”。人们对两位科学家心怀天下、
献身科研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对他
们无愧人民、以身报国的感佩之情喷
涌而出。如此情感丰沛的民间自发致
敬，既是对逝者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
意，也清晰勾勒出社会大众的道德风
貌，勾画出时代的价值坐标。

斯人已逝，其风长存。全民的悼
念行动，辉映出两位科学家情怀品格
的灼灼光芒。他们将一生献给了自己
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在孜孜以求、无
怨无悔中，诠释着知识分子的家国情
怀和责任担当。 （下转 3 版）

全民追悼标注时代价值坐标

本 报 北 京 5 月 23 日 电 （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何春中）“进入

新时代，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一切工作都向民生

领域聚焦发力，民生福祉从‘有

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各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5 月 22 日，西藏自

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说。

吴英杰表示，党中央历来高

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

各 族 人 民 。 70 年 来 ， 我 们 党 和

平解放了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

放、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为西藏发展进步先后召开 7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一系列

重大方针政策，出台一系列重大

举措。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63 万

亿元，近几年援藏省市总计投入

693 亿元，其中投资 5900 多亿元

建成川藏公路、青藏铁路、贡嘎

机场、藏木水电站等一大批重大

工程项目，有力推动了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

越 上 千 年 的 人 间 奇 迹 ， 使 西 藏

“换了人间”。

“这 70 年，是人民生活水平

全面提高的 70 年。”吴英杰脱口

报出了有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串数字，“去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4598 元，比 1959 年

的 35 元增长了 416 倍。62.8 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其中 26.6 万名

群 众 完 成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 74 个

贫困县 （区） 全部摘帽。”

据 吴 英 杰 介 绍 ， 西 藏 15 年

公 费 教 育 深 入 实 施 ， 2020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到 95.03%， 新

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3.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9%。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覆盖面达 95%以上。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深

入开展，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包虫病、大骨

节病、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等地方性疾病得到历史性

消除和防治，西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1.1 岁。公共文

化事业不断发展，村有文艺演出队，乡镇有综合文化

站，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超过 99%。

“这 70 年，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的 70 年。”吴英

杰表示，进入新时代，《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条例》制定，加快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全区有条件的 1079个“无树村”和 10.5 万“无树户”全部消

除，森林覆盖率达到 12.31%，重点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

到Ⅲ类以上标准，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达

到 99.4%，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中央政府累计投入一点六三万亿元建设西藏
西藏民生福祉从

﹃
有没有

﹄
向
﹃
好不好

﹄
转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实习生 曲瑞超

这 几 天 ， 22 岁 的 天 津 外 国 语 大 学

学生温晨点点手机，就能体验一把“穿

越”百年时空的奇妙之旅。

天津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

承 载 着 党 领 导 中 国 人 民 为 争 取 民 族 独

立、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

最近，天津和平区深挖区内历史文化街

区 集 中 、 红 色 革 命 遗 迹 较 多 等 文 化 特

色 ， 启 动 “ 使 命 之 源 ” 学 党 史 、 增 党

性、做先锋实践活动。

活动精心开辟红色旅游线路，采用

VR 红色旅游导视图的方式，用虚拟仿

真技术把红色遗迹“搬”上互联网，真

实还原红色展览馆游览体验，让大家足

不出户就能沉浸式“云游”红色地标。

温晨是学校红色宣讲团的一员，这

次“云游”革命遗迹的经历给他带来独特

的沉浸式体验。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他

“走”到和平区建设路与唐山道交口，往

左一转，是一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楼，上面

挂着的白色大理石铭牌上标有“中共中央

在津秘密印刷厂”的字样。此时，这座经历

百年风雨的小楼里发生的传奇故事开始演

绎，把人们带回到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

这座小楼是当年党中央的秘密印刷机

关，担负着承印中央文件的重要任务。作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唯一的驻津

单位，这座小楼在当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 作 用 。1928 年 ， 周 恩 来 来 津 主 持 顺 直

省 委 扩 大 会 议 期 间 ， 因 天 津 没 有 印 刷 设

备，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调毛泽民、钱希均

夫妇来津，建立地下印刷厂。很快，在英

租 界 福 安 里 的 中 共 中 央 秘 密 印 刷 厂 成 立

了，对外挂牌“华新印刷公司”，主要负

责承印中央的重要文件、指示及一些革命

著作、刊物、传单等。印刷厂人员凭借机

智和勇敢，躲过了敌人的检查和搜捕。

一番“穿越”游览之后，温晨兴致不

减，又去翻看了许多历史典籍，寻找那些

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在他看来，每一处

红色遗迹都记录着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奋斗

征程。 （下转 3 版）

天津和平区深挖红色资源——

“云游”红色遗迹 沉浸式学习党史

5 月 22 日，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机动大队官兵在玛多县花石峡镇搬运救援物资 （手机照片）。当日，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发生 7.4 级地震。截

至 23 日 16 时，青海消防救援总队共调集 70 辆消防车、296 名指战员，转移疏散群众 3765 人，搭建救灾帐篷 210 余顶，成立 6 个流动巡逻组在集

中安置点开展不间断巡查。 宗君伟/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