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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刚 刚 过 去 的 五 一 劳 动 节 、 五 四 青 年

节，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与这两个节日有

着最初的关联。

1916 年 ，20 岁 的 高 君 宇 考 入 北 京 大

学 ， 在 与 一 群 有 进 步 思 想 的 师 生 的 接 触

中 ， 他 很 快 崭 露 头 角 ， 成 为 学 生 领 袖 。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爱国游行，高君宇

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1920 年 5 月 1 日，

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数十个

城市举行集会游行，高举“劳工神圣”的

旗帜，高君宇也参与其中。

作为共青团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积劳

成疾，人生定格在 29 岁。那是一个风华

正茂的年纪，而他所从事的事业，从艰难

坎坷中走来，至今青春勃发。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保利发展控

股推出 8 期 《对话 1922·我要的人生》 沉

浸式演绎类节目，8 位当代青年与 8 位革

命先烈，跨越百年“对话”。

什么是我要的人生？高君宇曾在 《五

月一日与今后世界》 一文中写道：“凡是

承 认 五 一 运 动 者 是 为 了 新 世 界 奋 斗 的 同

志，都应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

责 任 。” 改 造 社 会 ， 这 是 高 君 宇 的 答 案 ，

每 一 代 青 年 追 寻 自 己 的 人 生 ， 而 有 些 东

西，可能从未改变。

百年前的青年，追寻救亡的答案

《对话 1922·我要的人生》 每一期节

目，都由一位年轻人分饰革命先烈和新时

代青年两个角色。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等

革命纪念地成为节目的取景地，运用虚拟

现实交互技术，一场“对话”跨越时空。

援 藏 青 年 、 战 “ 疫 ” 青 年 、 支 教 教

师 、 青 年 技 工 、 法 律 工 作 者 、 文 艺 工 作

者 、 冬 奥 会 志 愿 者 、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等 代

表，在节目中分别饰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抗日英雄赵一曼、

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贺瑞麟、北京社会主

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高君宇、共青团的主

要创始人和领导者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

期领导人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

党员缪伯英、《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

虽然相隔百年，但每一组青年都闪耀

着同一种青年的特质——奉献、拼搏、开

拓、理想⋯⋯而若去仔细探究那些百年前

的青年，无论什么身份、什么领域，他们

的人生，其实都在追寻同一件事：救亡。

牺牲那年，时任团南京市委书记的贺

瑞麟只有 19 岁，他在牢狱中留下绝笔书

信 《死前日记》：“在敌人的刀戟没有加在

我的颈项之前，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

斗的责任。”

张太雷的志愿是“化作震碎旧世界惊

雷”，为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由“张曾

让”改为“张太雷”。在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 团 第 一 次 全 国 大 会 上 ， 张 太 雷 提 出 ：

“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一 方 面 为 经 济 革 命 运

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交互训练而

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21 岁 的 缪 伯 英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个女党员，先后组建了 “ 北 京 女 权 运 动

同盟会”“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等，积

极 推 动 妇 女 运 动 与 爱 国 运 动 相 结 合 。 缪

伯 英 曾 在 《家 庭 和 女 子》 一 文 中 写 道 ：

“ 大 凡 人 类 一 种 制 度 发 生 不 满 足 的 问 题

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

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

种现象⋯⋯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

力，向光明的路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

曾在电视剧 《觉醒年代》 中饰演陈延

年的青年演员张晚意，在 《对话 1922·我

要的人生》 中再次饰演陈延年。陈延年是

陈 独 秀 的 儿 子 ， 却 从 不 依 靠 父 亲 的 荫

庇 ， 白 天 ， 他 打 工 挣 钱 ， 晚 上 ， 去 法 语

学 校 专 攻 法 文 ， 夜 里 ， 便 睡 在 亚 东 图 书

馆 的地板上⋯⋯当时，他也是一个 20 来

岁的“90 后”。

如今，安徽合肥有一条延乔路，路的

尽头是繁华大道。上个月清明节，延乔路

的 路 牌 下 再 次 铺 满 了 鲜 花 。 站 在 2022

年，张晚意对时光那头的陈延年说：“今

天的延乔路下，鲜花绽放，岁月悠长，山

河已无恙。这盛世春光我与您同享。”

与俞秀松“对话”的援藏青年原型名

叫 吴 东 升 ， 在 繁 华 的 大 城 市 广 州 工 作 的

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一个高原

小 镇 ， 一 待 三 年 。2014 年 ， 林 芝 保 利 雅

途酒店开工建设，急需人才援藏。许多年

轻人的热情被点燃，纷纷请缨，90 后吴

东升就是其中一位。

吴 东 升 本 科 专 业 为 环 境 艺 术 设 计 ，

2014 年 入 职 成 为 一 名 普 通 的 机 修 空 调

工，逐渐从一线成长为团队的技术骨干。

经过层层选拔，他调任林芝，负责酒店筹

建期的项目施工和安全生产工作。

旅行滤镜下的雪域高原无比美好，但

长期在那儿工作，吴东升要面对的是低压

低氧、强紫外线、冬季极寒的恶劣环境。

他每天步行两个小时上班，就像是“热炭

里裹了块寒冰”，皮肤刺得热辣辣，肌肉

却绵软无力，说不上几句话就喘气，得吸

几口氧才能继续⋯⋯

“我还年轻，正是奋斗的年纪，过几

天肯定就能适应的。”吴东升总是乐呵呵

地给自己打气。也许是因为乐观，也许是

因 为 年 轻 ， 如 今 ， 他 早 已 克 服 了 高 原 反

应，还教新来的同事如何适应，鼓励他们

坚持下去。

除了每天的工作，吴东升还交了很多

藏族朋友。他和这些朋友们一道，去雅伊

沟清除路面塌方的石头，给罗布村的贫困

户 送 油 和 大 米 ， 帮 藏 民 大 哥 修 缮 家 庭 旅

馆，为小学的孩子们办生日会⋯⋯

俞秀松的人生选择是“要做个有利于

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的人”。他在家

书 中 向 父 母 表 明 ：“ 我 的 志 愿 早 已 决 定

了：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

节目中，援藏青年“告诉”俞秀松：

“您放心吧，您的愿望已经实现。如今的

中国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

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

香、‘天和’驻太空、‘祝融’探火星⋯⋯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有些东西，从未改变

《对话 1922·我要的人生》 系列节目

在 多 平 台 发 布 后 ， 总 播 放 量 超 过 2000
万，引发网友热议。在中青报微博发起的

“什么是我要的人生”话题下，有这样一

个问题：当你“穿越”至 100 年前，有哪些话

想对先烈们诉说？当你了解了百年前年轻

一代的奋斗故事，打算度过怎样的一生？

这个话题登上过微博热搜，目前阅读

量 达 到 已 达 1.8 亿 ， 讨 论 次 数 228 万 ，

1600 多 位 年 轻 人 在 这 里 讲 述 他 们 的 故

事。有人拿出革命先辈的历史影像，讲述

他们的故事，与时代人物同框；也有人回

味了经典电影 《闪闪的红星》，重新自省

如何做合格的共青团员。

吉 林 大 学 2021 级 研 究 生 许 婧 文 ， 是

一名支教青年，她发布了一段探寻陕西米

脂县杨家沟村的视频。75 年前，这里召

开了意义深远的“十二月会议”，成为人

民解放军转战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

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重走革命老路，

她回望历史，懂得了什么是“踵事增华”。

赵一曼曾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母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

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

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在当代战“疫”青年身上，在“不计报酬、不

论生死”的请战书和思念亲人的家书中，我

们仿佛看到了相似的铁骨与柔情。

“ 青 年 小 提 琴 手 ‘ 对 话 ’ 聂 耳 ” 的

视 频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发 布 时 ，一些网友听

到 “ 起 来 ， 不 愿 做 奴 隶 的 人 们 ！ 把 我 们

的 血 肉 ， 筑 成 我 们 新 的 长 城 ” 的 旋 律 ，

齐刷刷留言“这是一首刻在 DNA 里的歌

曲 ”“ 只 有 中 国 人 看

到最后”⋯⋯

中国的青年这样

走来，百年如快镜闪

过 ， 在 “ 前 进 ， 前

进，前进进”的歌声

中，你要的人生，找

到答案了吗？

□ 曹乾伟
（郑州机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动车组司机）

说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幸运，
能驾驶世界领先的新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
列车，与同事一起，在新建济郑高铁濮阳至
郑州段，创造出单列时速 435 公里、相对交
会时速 870 公里的高铁动车组列车明线交会
速度世界纪录。

不要小看我们这次从 350 公里到 435 公
里的进步，这标志着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的“CR450 科技创新工程”全面展开，
为时速 350 公里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提供最
重要支持和保障。

按照我国铁路列车的命名规则，CR450
代表设计时速 400 公里的列车。目前，中国
高铁列车的最快运行时速为 350 公里，是世
界高铁运行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和法国高
铁的最快运行时速为320公里。

两车交会，时速达到 870 公里，是真正
的风驰电掣。而我，一个 34 岁的火车司
机，稳稳地坐在了驾驶室。回味着4月21日
那个载入史册的交会时刻，现在仍感到激动
万分。我发自内心地认定：是国家给了我这
个难得的机会，是动车组司机这个岗位赋予
了我前行的动力和青春的意义。

刚来到郑州机务段的时候，我是一名客
运司机，主要跑郑州至北京的线路。2020
年 4 月，我通过层层考试选拔成为一名动车
组司机。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要努力走上行业
的金字塔塔尖，成为业务最精、水平最高的
火车司机。

因此，段上通知选拔济郑高铁联调联试
试验司机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今年大年初三，培训宣告结束，也标志
着线上试验正式启动。起初是逐级提速阶
段，从郑州东站到濮阳东站一趟一趟往返
跑，并不断提升速度，看线路有没有什么问

题；随后是信号试验阶段，看动车组上的
车载设备是否和检测线路上的信号相匹
配，基本上一天要试验15趟。

由于郑州东站日常接发列车数量高，
为了不影响郑州东站载客动车组列车的正
常运营，试验工作全部挪到了夜晚进行。对
线路的不熟悉、夜晚光线不足等问题，给试
验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记忆最深刻的是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期
间，由于夜晚行车瞭望困难、列车自动防护
系统隔离，列车除了速度，没有任何位置信
息和安全控制功能，我们只能靠自己对前方
窗外进行瞭望，获取有用信息来卡控安全。
我们试验的列车速度是 350 公里，紧急制动
就要 6500 米，如果因为一时疏忽，导致动
车组没有及时“刹住”，停在要求的位置，
后果十分危险。对此，我们根据一趟一趟跑
出来的经验，判定何时降速运行、何时撩
闸，并积极克服夜晚光线弱、平原地区大雾
多发等不利影响，认真寻找路线上的“固定
标记”，如线路旁边的山、水、工厂及线路
弯道、公里标，同时对时间进行精细卡控，
确保不出现一点差错。

时间过得很快，交会试验的日子到来
了。2022 年 4 月 21 日，对我来说这是个终

生难忘的日子。凌晨5点30分，我按照规定
在郑州东动车所进行测酒等一系列出勤准备
后，驾驶试验动车组列车来到郑州东站。在
完成一趟交会预演任务后，我把综合检测车
停在济郑高铁新乡东站至新乡南站 K385+
000m处，然后静静地等待发车命令。

12 点 41 分，随着试验指挥负责人一声
“发车”命令，我驾驶动车组缓缓启动，逐渐加
速，100、200、350、430⋯⋯随着仪表盘上速度
显示的不断提升，模糊的车窗外飞快地闪过
一桩桩电线杆的身影，我抓着操纵杆的手也
不自觉地越握越紧，手心潮湿、心跳加快。

当时速达到 435 公里的时候，我驾驶的
列车和相向而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
在不到 1 秒钟的时间里“擦肩而过”。交会的
瞬间，带起的气流让车体明显摆动了一下，我
的身体也随着轻微一晃。压抑的欢呼声从我
身后传来，我知道，那是同车领导和同事们的
声音，因为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列车停稳后，我坐在驾驶座上平复心
情，这时候同车领导笑着问我“紧不紧张”。

说真的，紧张倒不是很紧张，但激动是
真激动，短短的 0.86 秒，交会时速 870 公
里！有幸为中国高铁事业作出载入史册的贡
献，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张聪奕整理

交会时速870公里！驾着高铁列车破纪录

团武清区委创
新“团干部+青少
年事务社工+志愿
者”服务模式，打
造 了 团 属 实 体 平
台 、“ 共 青 团 门
店 ” —— 武 清 区

“青年之家”、团属
校外教育阵地——
武清区第二青少年

宫；开展高校研究生社会实践，举办
了“百名英才进天津 助力智能轨道
交通联盟发展”2021 年高校暑期社
会实践启动仪式暨联盟与高校恳谈
会活动；连续 8 年举办“美丽武清
扮靓家园”活动，连续 6 年组织开
展爱心助考志愿活动，连续 5 年举
办开展“红领巾圆梦”活动，连续 3
年举办“春运暖冬”活动；打造青
年抗疫志愿者队伍，“青力”服务全
区大筛查。

共青团天津市武清

区委书记 郑云峰

团乐山市委引
领广大青年在加快

“ 中 国 绿 色 硅 谷 ”
和“一域两圈”建
设 的 新 实 践 中 奋
进 ， 在 “ 一 中 心
两 基 地 三 区 块 ”
创 新 布 局 的 新 征
程 中 奔 跑 ； 在 社
区 治 理 、 应 急 保

障、大型赛会中当好志愿者，在创
新发展、巩固提升中当好急先锋，
在抢时间、赶进度、增效能中当好
突击队，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青春力量；
在助力旅游兴市、产业强市中开拓
前进，在助力乐山高质量发展中开
辟天地，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共青团四川省乐山

市委书记 令狐雅

跨越百年的青年“对话”什么是我要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