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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进校园送安全大礼包
本报讯（通讯员张晓虹）近日，国网

青岛市黄岛区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来到

宝山初级中学，开展了“靓青春 光明行”

电力知识进校园活动，为学校师生送上

了“安全用电大礼包”。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通过列举安全

用电案例、互动提问等方式，让学生们获

得了怎样避免触电危险、发生电气火灾

如何处置等知识。针对中小学生年龄特

点和接受能力，青年志愿者把枯燥的安

全用电常识制作成含有卡通人物图片及

动画短视频的 PPT，受到学生们的普遍

欢迎。3 月以来，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

公司累计开展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20 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文并摄

走 进 山 东 省 莒 南 县 筵 宾 镇 金 沟 官 庄

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东省第一个团支

部纪念碑映入眼帘。不远处，是当年成立团

支部的旧址——农户董考家。

如今，村民董考的后代已经住上了更

宽敞舒适的房屋，但是他们依然会时不时

回来看看曾经的老屋。当年的团支部书记

纪丕福已经与世长辞，但他的事迹，被子孙

代代相传。

那是一段贫苦但充满激情的岁月

最早的时候，家里人并不知道纪丕福

的那段故事，尤其是他的孩子们。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团 中 央 派 人 来 追 寻

新 民 主 主 义 青 年 团 山 东 省 第 一 个 团 支 部

的 历 史 ，当 时 10 岁 的 纪 晓 芹 和 家 里 人 才

知道，原来纪丕福曾是该支部第一任团支

部书记。

从那以后，父亲会时不时向孩子们说

起那段贫苦但充满激情的岁月。

在父亲的回忆中，纪晓芹了解到，在青

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当队长

的父亲，曾带领村里年轻人与一河之隔的

鬼子周旋，为了耗费敌人的弹药，他们经常

在晚上用绳子拴着树枝放在河里拉动，制

造有大部队过河的动静⋯⋯

也是在父亲的回忆中，纪晓芹知道了，

当年纪丕福动员村里百姓学习，在村里办

冬学、识字班，成立庄户剧团，让金沟官庄

村成了全国解放区扫盲第一村⋯⋯

还 是 在 父 亲 的 回 忆 中 ，纪 晓 芹 知 道

了，1949 年纪丕福在清华大学作报告，周

恩来总理特别题词“为人民为祖国而学而

斗争”⋯⋯

在纪晓芹的印象中，父亲对孩子们的

爱是深沉的，更是严格的。

“他在我心中很伟大。”尽管当时年幼

的纪晓芹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工作，也不

懂他的一些做法，但父亲说过的那些话，她

都牢牢记在心里。

纪丕福曾在原临沂县重沟公社担任党

委书记。一天，一对夫妇来到家里，一个劲

儿 地 感 谢 。原 来 ，他 们 的 孩 子 生 病 没 钱 医

治，是纪丕福把当月工资拿去给了他们。

后来，公社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

额，纪晓芹的哥哥和姐姐年龄正合适，具备

相关条件。“姐姐本身又很优秀，也很想争

取这个名额，但是父亲最终并没有推荐自

己的女儿，而是推荐了一位贫苦农民家的

孩子”。

在纪晓芹的印象中，父亲纪丕福是个

常怀感恩之情的人，那些曾经一起打游击

的 人 ，有 些 后 来 参 加 革 命 ，都 牺 牲 在 战 场

了，“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共产党给发着

工 资 ，看 病 还 有 医 疗 报 销 ，就 已 经 十 分

知 足 了 ”。纪 丕 福 曾 对 儿 女 们 说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你 们 不 要 打 着 我 的 旗 号 去 做 任

何 事 ，要 老 实 做 人 ，踏 实 做 事 ”。牢 记 父

亲 教 导 ，几 个 孩 子 都 在 各 自 岗 位 尽 职 尽

责 ，低 调 做 人 。

后来，纪晓芹不仅把那本记录父亲早

年间在贫苦生活中积极奋斗的《苦命孩子

中了状元》的小册子，给兄弟姐妹们家的几

个孩子每人印了一本，还经常教育自己的

孩子，“要学习姥爷这种精神”。

纪丕福逝世后，被安葬在山东省青年

革命运动史展馆不远处，如今家里人每次

回去，都会到馆里重温那段历史。

中央试点后，山东迅速建立团支部

抗日战争后期，各地青救会已很难适

应青年运动发展和新形势发展需要，1946
年年初，为了解各地青年状况，掌握第一手

资源，中央青委致电华东局，请他们派负责

青年工作的人员到延安汇报青年工作情况。

1946年 5月上旬，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

任弼时同志听完汇报后指出：“现在，你们可

以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中央青委随即组

织来自陕甘宁边区、山东青联以及其他解

放区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干部，就重新建

立青年团的问题开展研究。

1946 年 6 月 25 日 ，中 央 青 委 起 草 了

《关 于 成 立 新 民 主 主 义 青 年 团 的 建 议 草

案》，提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1946 年 8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举行座

谈会专门讨论是否重建青年团的问题。

1946 年 9 月 13 日，中央书记处第二次

召开座谈会讨论建团问题。座谈会结束第

二天，中央青委起草了《在陕甘宁试办青年

团的计划》，计划在延安、绥德、米脂三县进

行 建 团 试 点 ，延 安 为 第 一 试 点 。延 安 的 冯

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成为首批试点。

1946 年 11 月 22 日，冯庄团支部正式成

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由于中央

青委对试建青年团没有规定统一名称，经讨

论，冯庄支部决定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很快，在与延安相距千里的山东莒南，

青年团的试建工作也被提上日程。在金沟

官庄村一位农户的家里，山东省第一个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这也是继冯庄之后，

全国第二个在农村成立青年团的地方。

金沟官庄村党支部书记唐秀峰曾多年

担任该村团支部书记，也不止一次听老人

们讲述那段历史。

“莒南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我们村群众

基础非常好，地处三乡交界处，很多老革命

家都在此工作过。”他介绍，这里抗日工作

的方法措施到位，村民间曾流传着“一遛岭

泥蛋子，金沟官庄好汉子”，是说“当时日本人

在别的地方肆意妄为，唯独在我们村没有”。

那个年代，金沟官庄村抗日组织健全，

有抗日青年救国团、抗日儿童团等，村民还

用自制土炮，打退了日本人。

团支部的建立地点选在农户董考家，

一是当时他们家地界大、屋子多，能够容纳

开会的人员；其次，董考家旁边是胡同，便

于隐蔽，前面是一片坟地，视野开阔，便于

及时撤退。

建团前期，根据党中央建议，中共华东

局和滨海地委、莒南县委派鲁钊（时任省青

联组织部长）、张明晓（时任滨海区青联主

任）、杨荣生（时任莒南县青联主任）等专门

到金沟官庄帮助建团。

后来曾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鲁钊，

在《忆山东第一个团支部的建立》一文中再

现了当时的情景。

1946 年初冬的一天傍晚，他们到达金

沟官庄村，第二天便向党支部传达了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

并讲明了建团的意义和任务，以及团员的

义务、权利等。

支部委员们听后十分赞成。他们兴奋

地说：“有了这样一个组织，以后的青年工

作就有了抓手，俺们党支部的工作又添了

一双手。”

经过共同研究决定，村青联主任兼文

教委员会主任纪丕福同志具体协调抓好这

项工作。

金沟官庄村的青年工作基础扎实，又

有纪丕福这样的优秀青年，为建团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1946 年 12 月 24 日 ，山 东 第 一 个 新 民

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在金沟官庄村正式成立

了。在村民董考家的西堂屋里，秘密举行了

入团仪式，民主选举纪丕福、纪丕祥、韩玉

强、纪新美 4 位为团支部委员，纪丕福任第

一任团支部书记。

这次秘密举行的成立会上，还定出三

项任务：一是搞好文化娱乐活动（扭秧歌、

唱歌、演戏）；二是配合支前工作，每个团员

作出支前计划；三是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团支部工作如火如荼

纪丕福为何能够当选第一任团支部书

记？这还得从他的经历和奋斗的青春故事

说起。

纪丕福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

着他和年幼的哥哥过着穷苦生活。

1940年，共产党解放了当地。后来，一向

积极上进勤奋好学的纪丕福被选为全县特等

学习模范。他的名字和学习经验，也随着《苦命

孩子中了状元》一文被在当地广为流传。

1942 年，村上组织了青抗先，19 岁的

纪丕福被选为青抗先队长。从此，他常到区

里开会，道理听得多了，想识字学习的念头

也更强烈了。他动员青抗先队员穆长青和

自己一起学习，不到 4 个月，两个人就识了

400 多字，后来他又动员村里更多的年轻

人一起学习。

团支部成立后，村里青年工作更活跃

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支部青年有力配

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

一个突出工作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出伕支前，有的妇女拖男人的后腿，他

们就演了《爬山头》；有个婆婆虐待儿媳妇，

他们就演了《苛婆婆》，纪丕福反串扮演婆

婆一角，因为剧情真实，表演生动，这位婆

婆看后表示往后一定改；村里有个巫婆，整

天装神弄鬼，青年就编了反迷信的戏，她看

后不但回家就把供桌子、花堂子拆了，还在

大会上做检讨表决心。

青年编排的每一个戏或者歌，都能帮

村里解决一个问题。村里人也都互相勉励

要争取进步。

除了积极组织学习外，在团支部的带动

下，村里人做军鞋、磨米磨面，积极支援前线。

1947 年，解放战争期间，为支援前线，

县里组织了常备队，金沟官庄村出的 13 人

中就有 9 名青年积极分子，跟随解放大军

转战南北。后来，他们有的光荣牺牲，有的

在火线入了党。

到 1949 年 4 月，金沟官庄团支部已经

发展团员 30 多人，有十几名团员先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纪丕福代表团支部，出

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受 到 毛 泽 东、周 恩

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

的亲切接见。

红色火种赓续传承

如今，在团山东省委、团临沂市委支持

下，团莒南县委在当年团支部成立所在地

的附近，修建了山东省青年革命运动史展

馆，竖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东省第一个

团支部纪念碑。

曾经，这里是山东农村团组织最先发

展的地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春

之火依然在这里传承。

金沟官庄村团支部书记庞立杰是去年

换届时上任的新手。他从小生活在这片热

土，常听老人们讲述以前团支部带领青年

积极进行各项生产活动的情景。

“我们村大学生都比周边村里多，几乎

每 年 都 有 青 年 积 极 报 名 参 军 。”庞 立 杰 觉

得，这正是山东省第一个团支部精神熏陶

的体现。

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在外务工的年

轻人都不能外出，大家就主动参与村里的

疫情防护工作，村里设了检查点，青年主动

报名值班。

疫苗接种、反诈 App 普及安装⋯⋯在

村里的青年总是积极参与，主动帮助村委

会做一些宣传普及工作。

青年人才布局分散、难以组织等，是乡

村振兴普遍面临的问题。筵宾镇先行先试，

聚焦青年团员这一群体，在金沟官庄村探索

建立了建、选、育、用的“全周期”联系培养模

式，汇聚青年力量，探索破解这一难题。

庞立杰为筵宾镇青年人才孵化中心这

一举措点赞。他觉得这对村里的青年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金沟官庄村就

有好几名青年被吸纳了进去。

去年上任后，庞立杰迎来的头件大事

就是山东省青年革命运动史展馆重建后开

馆。展馆是山东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山东省内多所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他发现，展馆重建开馆给村里带来不小的

变化。以前这里也有纪念馆，每逢五四青年

节、重 阳 节 ，都 会 有 附 近 中 小 学 生 过 来 参

观、学习。如今，不仅青少年来这里，一些单

位还会组织党员来这里重温历史，参观学

习，不少周边乡镇的青年党员也都来了。

来参观学习的人多了，村里整体的样

貌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特别是假期，学生

们放假回家，村里绿化、街道卫生等工作，

都有青年志愿者参与的身影。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东省第一个团支部：

青春之火在这里点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我原以为，在贫困的地方，孩子们

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事物，心灵是

密闭而伤感的。但浩浩（化名）的信却给

了 我 全 新 的 认 知 。”在 阅 读 浩 浩 的 来 信

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刘雅不禁

笑 了 起 来 ，浩 浩 的 信 写 得 非 常 认 真、诚

挚，他的铅笔字硕大，还在段落前画了空

格，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比如，他

说“要做保护大家的 jǐng chá”。

2021 年年底，共青团云南临沧市临

翔区委与华中科技大学发起“笔‘喻’临

翔，心‘园’梦想”活动，招募大学生与临

翔区第一中学、蚂蚁堆中心完小、杏勒完

小的中小学生们进行书信交流。

这一活动得到了华中大 9个学院 48
个党团支部 746 名大学生的积极响应，他

们与临翔区 3 所学校的孩子们在近千封

书信的往来中，分享成长的快乐与烦恼。

“当拿起笔来写信时，感觉陌生又熟

悉。”与博士研究生唐一峰书信往来的一名

二年级小学生说他以后想当老师。这让唐

一峰非常感慨，因为他也是从大山里走出

来的学生，他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老师。

与体育学院肖希琛通信的四年级学

生天天（化名），说自己想成为一名篮球

运动员。“巧了，哥哥就是一名篮球运动

员。”肖希琛在信里给天天讲述了自己从

5 岁打篮球到成为大学男子篮球队队长

的故事。接到信后的天天，惊喜不已，把

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在信件里，中小学生们不仅诉说他

们成长的烦恼、天马行空的想法创意，还

对大学生活和大学生的专业非常好奇，

提出“想看看华中大是什么样子”。

为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大学生们把

印有华中大照片的明信片、书签，华中大

文 创 笔 记 本 以 及 拍 立 得 照 片 等 随 信 寄

上 。不 同 专 业 的 同 学 ，还 制 作 了 不 同 的

“爱心盲盒”赠送给临沧的孩子们。马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的 学 生 自 己 朗 读 录 制 了 65
篇历史故事以及党史学习视频；购置了

近 300 本图书，放到班级的图书角供孩

子们阅读；体育学院捐赠了跳绳、皮筋、

毽子、乒乓球等体育器材；新闻与信息传

播学院为杏勒完小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

制作了印有学生名字和古诗的帆布袋。读

着布袋上的诗句“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

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学生们

都说“以后要天天背着这个包来学校”。

在不少大学生看来，“见字如晤”书

信交流，是让他们“有机会去与‘被山阻

隔的梦想’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

“ 这 封 来 自 2000 多 公 里 外 的 信 件 ，

让我感觉手中握着的不仅仅是一封信，

更是一段与边疆孩子的珍贵感情。”硕士

研究生陈雨楠说。

“一封书信，既是对小朋友的鼓励，也

是对自己的鞭策。”硕士研究生江秋说。

“书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通信方式，架起

华中大与边疆孩子的‘连心桥’。”共青团临翔

区委的一位负责人说，通信是一个双向的过

程，写信人都会从中获得不一样的感悟。

“一笔一画写下的不仅只有爱，还有对

山外世界的新奇和对未来的希望，书信让

山区孩子‘走出去’的梦想破土而出。”他说。

从湖北武汉到云南临沧

千封书信托起
山区孩子“走出去”的梦想

□ 张競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冬日早晨 7 点多的四川省营山县，大

雾弥漫，寒风凛冽。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叶颖

丹骑着自行车，提心吊胆地在路上狂奔，她

的目的地是当地的核酸采样点。

今年寒假，作为返乡大学生，叶颖丹报

名参加了家乡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当别

人在温暖的被窝中享受惬意的寒假时，她

每天往返于家和采样点，协助疫情防控人

员完成核酸采样和信息登记。

尽管常常被冻得双手通红、累得两腿

酸软，但她没有怨言。她说：虽然我做的事

情不大，但能够和众多一线防控人员并肩

作战，我很骄傲。

叶颖丹的经历是四川返乡大学生的一

个缩影。记者从共青团四川省委获悉，在刚

刚过去的这个寒假，有 2.8 万余名川籍返乡

大学生投身四川省 2022 年寒假大学生“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他们为家乡的春运、

环保、疫情防控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

教育、长才干、作贡献”是本次“返家乡”社

会实践活动的宗旨。团四川省委在全省范

围组织发动，县级团委充分发挥“生源地”

优势，因需设岗，在全省 183 个县（市、区）

广泛募集岗位，通过“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管理平台实时发布，返乡大学生在平台

上就近就便选择岗位，快捷完成双向选择。

就读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川籍学生

刘远，在家乡遂宁市安居区横山镇政府参加

实践。他说，这次实践，让我进一步感知家乡、

助力家乡，也明白了乡村的变化和发展进步

离不开每一位基层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在达州市通川区北山镇政府，乐山师

范学院学生张榕跟随工作人员下乡入户、

走访调研、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四川传媒学

院学生李凤鸣兼职梓潼县汇智公司团总支

副书记⋯⋯

他们承担具体工作，在党史学习教育、

政策解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

许许多多的“红马甲”走向疫情防控一线，

排查风险、引导秩序、推广健康码、驻守督

导点等。

返乡社会实践期间，大学生们还参与

到了当地的社会治理中。西南交通大学 8
名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组成的调研小队走

进了自贡市沿滩区九洪乡，搭建乡村留守

人群心理健康辅导“彩虹桥”，探索乡村基

层治理新模式。

实践期间，他们不仅深入调研留守儿

童和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需求，还

组织心理健康辅导、绘画、拓展游戏等，引

导孩子们关注心理健康问题，也呼吁全社

会进一步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工作对象就是坚强的工作力量。在本

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四川

各级团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公开选聘优秀

在校大学生担任兼职团委副书记。大学生

通过在校线上协助开展工作和在家线下直

接参与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基层团组

织的各项工作任务，充实了基层团组织的

工作力量。

大连海事大学学生赵治涵竞聘为攀枝

花市东区东华街道团工委兼职副书记，先

后多次参加志愿服务、文化活动、主题团日

活动、党史主题宣讲等，为所在团组织注入

了新鲜力量。

除了线下实践，四川学校共青团还推

动“互联网+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通

过网络平台，常态化开展“云组队 ”“云调

研 ”“云实践 ”等活动，助力家乡经济社会

发展。

据团四川省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2021 年 暑 假 期 间 ，“ 返 家 乡 ”活 动 在 四 川

省 13 个 县 区 进 行 了 试 点 推 广 ，地 方 团 组

织 和 返 乡 学 生 参 与 积 极 ，反 响 热 烈 。随 后

的寒假期间，活动在全省 183 个县区得到

全面推进。

上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四川共青团

将把“返家乡”作为“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

践的有效延伸，推进“返家乡”与大学生就

业工作的有机结合，拓展实践内容，引导大

学生融入社会，反哺家乡。

这个寒假，2.8万余名返乡大学生在四川“深潜基层”

大学生假期当上“税收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匡野 王红霞）“您

好，电子税务局操作流程您扫这个二维

码即可观看详细视频，方便快捷”⋯⋯在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东河区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身披鲜红志愿者绶带的李周洋

热情而专业地为纳税人答疑解惑，是办

税服务厅里最忙碌的人之一。

李周洋是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在读学

生，得知东河区税务局要组建税收志愿

者服务队，正放寒假的他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并全程参与了业务培训。他抓住各

种空隙时间，学习各类税收政策业务知

识，主动利用业余时间来到办税服务厅参

加税收志愿服务，引导分流纳税人、发放

税收宣传资料、指导纳税人填写申报表。

为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助力税务部门

优化纳税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东

河 区 税 务 局 深 入 开 展 税 收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截至目前，已有 30 余人填写了税收

志愿者报名表。

“税收志愿者主动上前帮助我解决

问题，在他们的辅导下，不到 5 分钟，我

就完成了车船税申报。”包头市公运长途

客运公司的办税人员何玉花为税收志愿

者竖起了大拇指。

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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