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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14 日同墨

西哥合众国总统洛佩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墨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3 年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政治

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面对世纪疫情，

中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树立国际团结抗疫典范。中墨友谊之

树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墨关系发展，愿同洛佩斯总统

一 道 努 力 ， 以 两 国 建 交 50 周 年 为 契 机 ， 携 手 并 肩 、 继 往 开

来，增进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充实

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让两国人民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

朋友、共享繁荣的好伙伴。

洛佩斯表示，50 年来，墨中两国共同铸就牢不可破的友

谊，广泛开展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这在两

国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也得以彰显。墨方衷心感谢

并将永远铭记在抗疫过程中中方与我们守望相助。当前，墨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时俱进，日益巩固，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在地区和多边层面携手应对挑战。我坚信，墨中关系必将

行稳致远，焕发新活力。

就中墨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互致贺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如果说团圆是春节和元宵节的奥义

所在，那团圆饭可能就是过节的灵魂。

民以食为天。对于情感内敛的中

国人来说，“吃”便成为情感外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若遇上不善言辞的父

母 ，“ 好 好 吃 饭 ” 就 是 他 们 对 孩 子

“露骨”的“祝福”。而在外过节的游

子，有时真能因吃一口家乡味，瞬间

“破防”。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今年

不少台湾游子没能回家吃上口味熟悉

的团圆饭。他们发现，原来咬一口珍珠

丸子吃的是乡愁，拌一碗蹄髈笋干饭拌

的是乡愁，蒸一笼乌草粿，乡愁就毫不客

气地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钻进鼻子里。

猪肉馅团成小球状，外面裹糯米，

再上蒸笼蒸——厦门大学的台湾学生王

宥心记得，在台湾家中，小时候时常看

到爷爷做这道很复杂的菜，一做就耗费

半 天 时 间 。“ 听 说 这 道 菜 叫 珍 珠 丸 子 ，

是爷爷的拿手菜。”她说。

由于疫情，近两年过年王宥心都没

有 回 台 湾 ， 而 是 回 到 了 爷 爷 的 老 家 湖

北。老家的年夜饭上有道菜，猪肉丸子

香味四溢，外面裹着的糯米颗颗晶莹，

王宥心一眼就认出，“那就是我爷爷的

珍 珠 丸 子 ”。 她 这 才 恍 然 大 悟 ，“ 在 台

湾，爷爷应该是因为想家才做的。”说

着说着，她的声音沙哑起来，她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突然好想哭”。

王 宥 心 的 爷 爷 1932 年 生 于 湖 北 省

原沔阳市嘉鱼县燕窝镇，十几岁到台湾。

直到 1988 年，爷爷终于回老家探了一次

亲。她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据说爷爷

超兴奋。在那之后应该又回过一次。”

王宥心记得，爷爷的珍珠丸子是以

“蒸”取胜，做这道菜的标志性动作就

是找出蒸笼。“蒸”正是湖北菜的特点

之一，江汉平原上素有“不上格子 （指

蒸笼格） 不请客”的习俗。寓意美满团

圆的珍珠丸子，在聚会宴席上很常见。

后来爷爷年纪大了，做不了珍珠丸

子了。6 年前，爷爷过世。老人家没能

再回家乡吃上一口的珍珠丸子，王宥心

替爷爷尝到了。

很 多 湖 北 亲 戚 听 说 王 宥 心 回 到 老

家，都想和她见面。“我拜年大概见了几

百个人。”她说，刚一见面都很高兴，但要

分别时大家都眼含热泪，“因为他们不知

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王宥心的湖北老

家 有 一 本 厚 厚 的 家 谱 ，她 兴 奋 地 发 现 ，

“我是王家第 34 代传人”。

自 从 2019 年 到 厦 门 读 大 学 ， 王 宥

心就总是收到亲人寄来的食物。第一份

“名吃”是一袋子新鲜的、绿盈盈的莲

蓬，“说实话我以前没吃过”。她把莲子

剥出来吃，发现莲心真苦。后来她知道

湖北盛产莲藕。

随后她还收到了热干面、酸辣粉、

螺蛳粉以及各色零食。王宥心没想到这

些“重口味”的食物竟然那么好吃。更

令她意外的是，台湾有不少跟她口味相

同的小伙伴。逛台湾大学生的论坛时，

她发现大家在热烈地讨论去海底捞火锅

店“能不能只点酸辣粉”。而在她家不

远处的一个台南街角，近期竟然出现了

一家螺蛳粉店。

这两年春节她来到湖北，亲戚们仿

佛 想 带 她 尝 遍 中 华 美 食 。 台 湾 四 面 环

海，但王宥心从没见过“像长江那么宽

的江”，她知道龙虾，但不知道小龙虾

可以做到多么惊艳。 （下转 2 版）

厨香四溢团圆夜 两岸思乡游子情

“世界再大，总有人等着你回家”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金卓） 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引导广

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中

央近日部署开展 2022 年“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好青

年”主题活动。

即日起，团中央将启动全国层面推选活动，继续

采用社会化推选的方式，按照爱岗敬业、创新创业、

勤学上进、担当奉献、崇德守信 5 个类别，面向全社

会寻找 100 名 （个） 左右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和青年群体，鼓励广大青年特别是投身防疫抗汛、助

力乡村振兴、参与志愿服务等领域的优秀青年积极参

与。各级团组织将参照全国推选活动，举办各地区、

各系统的推选活动，在全社会开展“争做新时代向上

向善好青年”活动。

据悉，全团将结合“青年大学习”行动，组织各

层级“向上向善好青年”参与青年宣讲团，走进学

校、企业、部队、社区等，开展面对面、互动化的分

享交流活动，并通过形式多样的网络新媒体手段，展

现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昂扬精神风貌。

团中央部署开展 2022 年“争做
新时代向上向善好青年”主题活动

实习生 陈雨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润文

2021 年 10 月 19 日，是邵金华人生中“最荣耀的一

天”。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他作为全国优

秀创业人才代表和唯一的科技自强自立企业代表，与

李克强总理现场连线，汇报了他的研发成果及技术。

“这项技术可在肝硬化或肝癌发生的前 10 年就发

现疾病征兆。”邵金华介绍，他研发的基于瞬时弹性

成像技术的产品只要接触人体表皮两分钟，就可以准

确掌握肝脏的健康情况。

邵 金 华 是 从 江 苏 无 锡 高 新 区 成 长 起 来 的 企 业

家。他创立的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开

发了无创肝纤维化诊断系统，产品出口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在无锡高新区，这样的创新企业不在少数。

近年来，高新区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创新体制，

构建了以物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6+2+X”现代

产业体系。全区集聚近 5 万家企业，其中创新企业超

4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 900 家，准独角兽企业、瞪羚

企业、雏鹰企业数全市第一。 （下转 2 版）

无锡高新区：

为创业沃土引入“源头活水”□ 青 平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转眼
之间，又是一个元宵佳节。从西
安到郑州，从南京到厦门，再到
台北、高雄⋯⋯大江南北、海峡两
岸，全国各地的新春灯会，仿佛
在上演一场“虎灯大联展”，好不
精彩。

各地举办的灯会虽然在地理上
山水相隔，置身其中的观灯者却有

“天涯共此时”的相似心境。自古
以来，元宵节就与“团圆”的意象
紧密相连。近代之后，背井离乡、
在外漂泊的游子越来越多，元宵节
也更多了一层怀乡思亲的隽永寓
意。几十年来，一湾浅浅的海峡将
台湾与大陆人民分隔开来，乡愁从
此成为两岸断不了的牵挂。血浓于
水的深情、台湾同胞对故土亲朋的
思念，割不断也抹不去。时值佳
节，两岸“共赏灯，话团圆”，不
仅超越时空，拉近了同胞之间的距
离，也联结了每一颗为两岸团圆真
诚祈愿的心。

在台湾，元宵灯会历来备受重
视。每逢正月，会有哪些花灯出
场、各地有哪些新鲜创意，都会成
为岛内民众的热议话题。台湾的新
生代对这项传统同样热衷。不论是
几代人阖家出动，还是年轻人三五
结伴，人们都会开开心心地游园赏
灯，一边点评今年的花灯创意，一
边许下美好的新年愿望。元宵灯会
能在台湾得到历久弥新的传承发
扬，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
承、持续焕发生命力的有力印证。
相似的过节方式背后，是两岸之间
的血脉相连。这份斩不断的牵挂，
是难以割舍的同胞亲情，也让两岸

青年能够敞开心扉，彼此“青”心相待。
每逢传统节日，许多隔海相望的亲友都会彼此

联系，表达自己的关心与思念。今年春节前夕，大
陆新闻学泰斗方汉奇与台湾新闻学泰斗李瞻互致祝
福，便在两岸之间成就了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佳话。远方亲友的记挂，总能越过阻隔，传递美
好祝愿与温暖。 （下转 2 版）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员应该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
宁可少一点，也要好一点。团员是团的肌体的细胞，是团
的战斗力的基础。团员队伍的质量好坏关系共青团的整体
面貌，更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是一个战略攸关的重大
问题。

近年来，全团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员队伍建设
的重要要求，切实“在团员标准要求上严起来”，以严把
入口关、严控团青比为切入点，有效扭转了过去一段时期
学校领域“初中毕业后都是团员”、甚至“全员入团”的
错误现象，“团青不分”问题得到大力纠治，入团的标准
和“门槛”明显提高，团员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对组织

的荣誉感随之提升，团员队伍的先进性逐渐增强。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团员队伍建设已经基本实现

“数量控制”，但距离“质量跃升”的根本转变仍存在一定
差距，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破解。比如，
团员先进性特别是政治先进的评价标准有待细化、具体
化，导致不少地方团组织简单用“学习优秀”“业务精湛”
来代替“政治先进”；比如，重发展、轻教育的现象仍然存
在，不少地方团组织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团员上，
但对入团后的教育管理用力不多、用心不足，导致团内的
组织生活、组织教育还远远达不到应有水平；比如，一些
地方团组织发展团员论证不够充分、设计不够精细，执行
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现象，导致团员发展指标在不同学
校间、在学校与社会领域间出现失衡。

增强团员先进性，既是从严治团的关键着力，也是

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只有常抓不懈、久久
为功，才能真正让团员的先进性被社会感知、让青年向
往。要在关口前移上下功夫，狠抓团队衔接，聚焦少先
队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切实强化少先队育
人功能，着力在少年儿童时期就打牢听党话、跟党走的
情感基础；加强团前教育，建立健全积分入团、评议入
团制度，进一步凸显思想是否先进、信仰是否坚定、理
想是否崇高的政治标准，推动发展团员的过程更加系
统、更加科学。要在组织教育上下功夫，充分借鉴“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的经验做法，进一步
发挥团支部在团员教育管理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严格

“三会两制一课”制度的基础上，着力丰富组织生活的
时代内涵和方式手段，让“在组织中接受教育、收获成
长”成为全体团员的常态。 （下转 2 版）

宁可少一点 也要好一点
——五论学习贯彻共青团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
青
﹄
心诚相待

华灯璀璨盼团圆

2 月 15 日是农历虎年元宵节，适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迎来五洲健儿，中国青年报

社联合百度公司等推出“天下共元宵”网络

公益传播活动。用户可扫码进入“天下共元

宵”H5 页面，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下，生

成有关月亮的画作并赠送亲友、送出祝福。

“天下共元宵”H5 采用中英文说明，绘

画地点涵盖世界各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月亮的唯一素材是“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拍

摄 数 据 制 作 而 成 的 中 国 第 一 张 全 月 球 影 像

图，所有用户画作中的月亮都由这张月球影

像图变化而来。

同住一个地球，共享一轮明月。在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北京冬奥会之际，该活动旨在弘

扬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传 播“ 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

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此次活动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航

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指导下，由中国青

年报社联合百度公司、嫦娥公司发起，安踏集

团提供战略支持，新浪微博提供传播支持。

“天下共元宵”
邀您一起画月亮

本报崇礼 2 月 14 日电 （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梁璇） 等了 16 年，徐梦桃成

了“捅破窗户纸”的那个人。2 月 14 日

晚结束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

中，冬奥会“四朝元老”徐梦桃夺得金

牌。这是中国女子空中技巧收获的首枚

冬奥会金牌，也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盼了 16 年的金牌。

“这 16 年，压力与动力并存，在窗

户纸没捅破之前，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

去突破。”徐梦桃说的“窗户纸”是

中 国 自 由 式 滑 雪 空 中 技 巧 队 沉 寂 了

16 年的金牌梦。

作 为 中 国 冰 雪 运 动 中 较 早 起 步

的 项 目 ， 这 支 我 国 雪 上 项 目 的 “ 王

牌 之 师 ” 诞 生 了 中 国 第 一 个 滑 雪 世

界 冠 军 郭 丹 丹 ， 以 及 为 中 国 队 夺 得

冬 奥 会 雪 上 项 目 第 一 枚 金 牌 的 韩 晓

鹏。此后，这支队伍连续 4 届冬奥会

都 有 奖 牌 进 账 ， 可 离 金 牌 总 是 差 之

毫 厘 。16 年 过 去 ， 坚 守 其 中 的 老 将

和新秀都期待再圆金牌梦。

徐梦桃的经历正是中国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队发展的缩影。作为中国

自由式滑雪的领军人，徐梦桃是世界

女子最高分的纪录保持者，但她却屡

屡与金牌擦肩而过。

2010 年 的 温 哥 华 冬 奥 会 ， 首 次

出 战 的 她 仅 获 得 第 六 名 ； 2014 年 索

契 冬 奥 会 ， 她 摘 得 银 牌 ； 可 到 了 平

昌 冬 奥 会 ， 她 意 外 出 现 失 误 ， 最 终 无

缘决赛。

“当时我想过放弃，但总觉得不甘

心 。” 徐 梦 桃 回 忆 ， 伤 病 与 迷 茫 交 织 ，

那是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没人

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感觉这 4 年的每

一天都是为了等待今天。”

这场比赛的所有细节，徐梦桃“早

已在脑海中演练了无数遍”，任何突发

情 况 ， 也 都 在 她 的 考 虑 之 中 。 一 场 大

雪，将原本分两天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

空中技巧资格赛和决赛压缩到今天的 5 个

小时内进行，这对 31 岁的徐梦桃来说是

个挑战。

今天的比赛，她与 28 岁的平昌冬奥

会季军孔凡钰搭档 00 后小将邵琪参与角

逐。竞争从资格赛就已经打响，首轮比赛

中，便有 8 名选手选择三周台。

直体后空翻接 360 度转体，再接 360
度转体，徐梦桃用一个难度系数 4.0 以上

的三周台动作亮相资格赛，在 10 个代表

队 25 名 参 赛 选 手 中 排 名 第 三 ， 直 接 晋

级。根据首轮前 6 名晋级的规则，她省去

一轮比拼。“比一场扔一场，从零开始。”

徐梦桃心情很好，但经过混采区时疾行的

脚步在暗示，“晚上才是真正的较量”。

（下转 3 版）

中国女将首获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冠军

冬 奥 圆 梦 梦 桃 摘 金

2 月 14 日，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

赛中，中国选手徐梦桃完成最后一跳后单手指向天空。在当晚举

行 的 自 由 式 滑 雪 女 子 空 中 技 巧 决 赛 中 ， 徐 梦 桃 夺 得 金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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