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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这不再是一句誓言，而
是对人民、对国家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近年来，一批
批优秀青年民警在工作中脱颖而出，成长为监狱事业
的“接班人”，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
大青年民警闻令而动、“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用生命捍卫着法律的尊严，用忠诚守护
着国家的安宁。我们守护着这一方净土，只为头顶熠
熠生辉的警徽，只为肩负的初心和使命！面对时代召
唤，我们将更加坚定信心，不辱使命，团结带领广大
青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的逐梦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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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韬主持《奋斗

的 青 春 ——2022

年 五 四 青 年 节 特 别

节目》。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月 安 俐

与时代同梦，与梦想同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之际，中国青年网、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腾讯青年发展委员会联
合推出《青年！听我说》系列微纪录片。聚焦11个中国青年的真实
故事，他们有的是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产业工人，为锻造大国重
器呕心沥血；有的是算法工程师，用算法的力量让这个世界更安
全、更温暖⋯⋯他们展示着新时代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怀天下、
担当有为的昂扬风貌。

“他们说：检修岗位又不涉及前沿研发，不需要创新突破，只要

按部就班、重复前人走过的路即可。我说：不论岗位多普通，只要愿

意学，学到极致，人人都能成才，成为推动技术强国的重要力量。”微

纪录片记录了这样的画面：在嘈杂的车间里，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

公司电气部的发电机检修工程师王建涛，正在研究如何优化核电

发电机抽转子的检修流程。

核电发电机负责将核能转化为电能的最终环节。抽转子是

发电机检修中，风险最高、工期最长、投入人力最多的工作。以东

电机型发电机为例，转子重 233 吨，长 15.38 米，直径 2 米，价格大

约 1.5 亿元，要从价值 2 亿多元的定子中抽出，最小间隙仅 45 毫

米，如果不小心转子碰上了定子，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此，

需要拆除励磁机、端盖等大量附属设备，比不抽转子的常规检

修，一般要多花 5 天工期、多投入 20 名左右的人力。

身处检修岗位的王建涛一直在琢磨，如何优化这个环节。他

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检修可以通过特殊的发电机检修小型

机器人实现，但这种机器人国内还没有。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已经研究了二三十年，拥有成熟产品。但是大部分国家都将其作

为核心技术，只提供租赁，不对外销售。

“不能 依 靠 外 国 人 ，就 算 从 头 开 始 ，也 要 做 出 咱 们 自 己 的

机 器 人！”王 建 涛 和 团 队 从 零 开 始 ，构 思 和 设 计 每 个 机 器 人 的

功能、接口。经过 2 年时间，反复推翻重来，反复摸索前进，第一

代机器人终于在宁德核电大修时初次试验。而后，他们坚持继

续创新、继续实践，把能走的路、踩的坑都尝试一遍，经历第一代、

第二代⋯⋯最后终于得到了既安全又节能的发电机检修设备。

王建涛常把研发过程看作“西天取经”，他相信只要目标正确、

方向正确，只要一路上攻坚克难、“降妖伏魔”，坚持开拓创新，就一

定能取到“真经”，走好核电自主化道路，助力实现科技强国梦。

“把一线作为最好的课堂，把实践作为最好的老师，在各行各业把平凡做成了不起、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长才干、壮筋骨，定能让梦想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王建涛说。

“他们说：算法工程师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编代码。我说：疫情面前，没有看

客，只有责任。我们正用算法的力量让这个世界更安全、更温暖。”

2020 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腾讯高级研究员魏东带领团队逆行而

至，研发肺炎 CT 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辅助诊断新冠肺炎解决方案，实现了患者 CT
检查后数秒完成 AI模式识别、数分钟内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参考，两个月内累计为雷

神山医院 24000 多名患者进行了肺部 CT 诊断，有效缩短了新冠肺炎疑似病患的确诊

时间，也降低了交叉感染的可能。腾讯觅影 AI方舱 CT 筛查应用案例入选国家“人工智

能企业典型应用案例”。2021年 12月，腾讯觅影影像 AI 辅助诊疗团队获评全国科技系

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新时代中国青年既有家国情怀，也有人类关怀。科技

向善，只要心中有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串串数字也可以架起一座桥，托举守护一

个个家庭通往幸福团圆。看到这烟火人间的每一张笑脸，一切努力，都值得。”魏东说。

“他们说：挑战国外已经很成熟的技术，想成功，没可能。我说：外国技术成熟，不

代表我们没空间。只要找到适合的土壤和方向，就有可能创造奇迹。”深圳越疆科技创

始人兼 CEO、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培超的决心，是

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设计研发智能机械臂，让科技为生

活赋能。如今，他和团队推出的第二代高精度消费级桌面智能机械臂，可以实现 3D 打

印、写字、画画、激光雕刻，可以用语音控制、视觉控制、手势控制。

现在回忆起自己当初选择来深圳的决定，刘培超觉得这是一场科技创业的“双向奔

赴”。“公司刚起步时，我曾拿到深圳市的100万元创业补助资金，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这

无疑解了燃眉之急。此外，这座城市从供应链、人才链、资金链上都有非常肥沃的土壤，支持

青年去创新。”展望未来，刘培超希望青年一代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安稳的“象牙塔”里，“新时

代中国青年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我就是这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科技创新，一起前行！”

听

，年轻的脉搏

□ 李云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一头齐肩短发，身形娇小的陈诗，办起

事来却有着超乎年龄的稳重。陈诗是武汉

市新洲区阳逻街军安社区党总支书记，也

是武汉首位 90 后社区书记。

“体温正常，注意前方车辆，有序通行”，

5月 12 日，在社区出入口，陈诗和同事们像

往常一样早早到岗，给来往的人员测量体

温、检查健康码。面对反复的疫情，武汉社

区工作者们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熟练地开

展信息登记、日常消杀、配送物资等工作。

从 4 月 15 日开始，武汉市试点对核酸

应检未检人员健康码赋予灰码管理。这种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平衡”的新探索得到

了国内很多地方的叫好和参考。当然，这也

给本就繁忙的社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陈诗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赶到社区，安排同

事、志愿者做好准备。军安社区作为一个居

民超 1 万的大型社区，面积广、人员多，最多

时设了 10 个核酸检测点。她每天都会到各

个检测点查看，“我要了解每个点位的人流

量、哪个点位对居民来说更方便”。

为了让每位居民都做好核酸检测，除

了微信群、发公告，陈诗拿着小喇叭到社区

走，一走就是一整个上午。遇到不配合的居

民 ，陈 诗 会 耐 心 安 抚 ，天 热 时 给 居 民 们 发

水，给排队的老人和孩子搬个凳子⋯⋯

戴着红袖章的婆婆们，还是不少人对

社区干部的固有印象。事实上，如今和陈诗

一样的 90 后已然成为服务基层的一股中

坚力量。

2010 年 ，陈 诗 中 专 毕 业 ，为 方 便 照 看

家庭，她选择在离家不远的高新社区工作。

作 为 一 个 刚 刚 组 建 的 小 区 ，高 新 社 区 有

2000 多户居民，这里没有物业，只有 5 名社

区工作人员。陈诗作为唯一一个 90 后，成

了社区的“技术员”，收集和登记社区居民

信息。

没有正规的办公室，一间十几平方米

的门面加上 3 张桌子，成了他们的落脚点。

说是落脚点，但他们却很少停留，一直在走

访居民的路上。

这个新建成的社区，大多是自建房，没

有门牌号，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怎么描述自

己家的位置。陈诗和同事便拿上纸和笔，一

户户实地走访，手绘出了辖区的地形图。

为了搭建起居民和社区的互通桥梁，

陈诗和同事们下了大功夫。居民不知道社

区能提供什么，也对登记信息的行为十分

警惕，陈诗没少吃闭门羹，“能顺利敲开门，

跟居民建立信任真的蛮难”。

陈诗不服输，她天天找居民，反反复复

上门，“听你的口音，我们是老乡呀！”陈诗

同居民聊乡音、说年龄、谈熟人，在一次次

唠家常中拉近了距离，“有事找社区”逐渐

在居民们心中扎下了根。

2013 年 ，陈 诗 调 到 军 安 社 区 。军 安 社

区是一个大型社区，常住人口 1 万多人，新

老小区共存，人口结构复杂。凭借 3 年多的

社区工作经历，陈诗很快上手了新社区的

工作。

陈诗敢想敢做。她曾组织辖区内的老

人开展七夕主题活动。“为什么只有年轻人

过七夕节呢？老人们也需要仪式感。”陈诗

为老人们准备了鲜花，布置好了舞台，让老

人们分享几十年来的幸福或是遗憾。

“感谢社区组织这个活动，我们能为社

区做些什么吗？”老人们在活动末尾的话让

陈诗至今感怀。“实实在在为大家做事，他

们是愿意回馈社区的。”陈诗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打破了这

座家园的平静。同事王施敏比陈诗大一岁，

“我们内心当时都是恐慌的，陈书记比我小，

但是办起事来十分老练，她扛着压力带头往

前冲”。

听到疫情消息后，陈诗第一反应就是

“空巢老人们怎么办？”军安社区有 200 多

位空巢老人，并且居住分散，保障他们的生

活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一 大 早 ，陈 诗 一 个 人 赶 到 菜 场 ，将 菜

苔、白萝卜、包菜、大白菜装满后备厢，将蔬

菜分装后送到老人们手中。

随着小区隔离人员的剧增，居民们菜篮

子告急。陈诗在工作中总结的“敲门工作法”

“线上收集线下办理工作法”派上了大用场。

陈诗组织社区志愿者，联系菜商，代购

新鲜的蔬菜、米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居

民直接在社区便民群下单，社区采购、分装

后，配送到 14 个小区的居民手中。

陈诗时刻关注业主群里的消息，收集

居民难题、安抚居民情绪、宣传防控知识，

凌 晨 也 时 常 看 到 陈 诗 在 群 内 回 复 居 民 的

关切。

对于行动不便、无法使用智能设备的

老年人，陈诗和同事一户户上门，开展信息

收集和宣传防疫工作，及时了解老人们的

身体情况和生活需求。

采购物资、登记信息、喷洒消毒、宣传

防疫⋯⋯陈诗和同事们日夜奋战。为了更

快解决居民所需，陈诗瞒着父母，住到了社

区。“年轻还是要往前冲，反正不认怂。”

疫情期间，一名哺乳期的妇女因缺少

重要药物向陈诗求助。为了找到副作用小

的药物，陈诗跑遍阳逻各大药店和医院，解

决了产妇的燃眉之急。为解决居民理发难

问题，陈诗第一时间号召辖区内的理发师

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

2 月初，一位独居老人突然发热。陈诗

第一时间给他送去防疫物资，到处找人联

系床位，老人的亲人因城市封控无法返回

社区，陈诗便通过微信将老人的情况实时

告知他的儿媳。“因为身体等方面原因，老

人最后还是没有被救治成功。”说起这段沉痛

的记忆，陈诗有些哽咽。

社区解封后，对于行动不便有困难的老

人、残疾人、空巢独居老人，社区依然会组织

工作者提供上门送菜、送药、送爱心服务。

独居 老 人 韩 奶 奶 每 次 见 到 陈 诗 都 会 湿

了 眼 眶 。70 多 岁 的 韩 奶 奶 平 时 独 居 在 老 旧

居 民 楼 5 楼 ，疫 情 期 间 ，由 于 身 体 不 好 和 腿

脚扭伤生活不便。陈诗经常主动询问韩奶奶

的需求，并带上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门

看望她。韩奶奶很感激陈诗，把她当作自家的

女儿，还会省下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送给陈

诗和同事。

陈诗守好了社区的安全门，也当好了群

众的贴心人，先后荣获 2020 年“湖北青年五

四奖章”，收到大量感谢信、锦旗和牌匾，还成

为武汉市委组织部、共青团武汉市委联合评

选的首届“汉漾”青年。

对于扑面而来的赞誉，陈诗却很沉得住

气，“我不甘心别人因为 90 后的标签对我的

能力打问号，我也不希望别人把我看得多么

高尚，我只是众多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年轻

人中的一员”。

“ 工 作 外 ，陈 诗 是 个 小 女 生 。”同 事 王

施 敏 说 。陈 诗 喜 欢 跳 舞 和 运 动 ，跑 步 坚 持

跑 了 几 年 ，成 为 书 记 之 后 没 时 间 跑 ，就 每

周 去 跳 一 次 爵 士 舞 。陈 诗 很 享 受 爵 士 舞

的 节 奏 和 动 感 ，总 能 在 音 乐

和 舞 步 中 重 拾 活 力 ，轻 快 地

奔 赴 下 一 个 工 作 。正 如 她 的

个 性 签 名 ：做 一 个脚下有力，

眼中有光的人。

这个90后社区书记 爱跳爵士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主持新闻节目理性冷静，主持文

艺节目时展现出良好的文化素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年主持人张韬，

是近两年人气高涨的“央视新面孔”。

张 韬 2017 年 辞 别 了 生 活 和 工 作

近 10 年的山城重庆，在北京书写新的

事业篇章。他进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担任了近 3 年的

夜 间 新 闻 主 播 ；2019 年 转 入 新 闻 频

道。如今出现在《朝闻天下》《新闻直播

间》等栏目和节目中。

最 近 ，在 总 台 播 出 的《奋 斗 的 青

春——2022 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央视五四晚会）中，张韬首次担任主

持人。时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 之 际 ，张 韬 将 参 与 这 台 节 目

视为一次难忘而特别的经历。在“温暖

一平方”直播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对他进行了采访。

“今年总台的五四晚会继续以思

想+艺术+技术为创作理念，抒发新时

代青年的昂扬自信，这是一部青春合

辑。有习近平总书记给航天青年的回

信，殷殷嘱托，激发青年一代不懈奋斗

的澎湃力量；有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的讲述，聚焦青年一代积极进取的榜

样力量；有舞动青春旋律，感受正青春

的文艺力量等。”

在张韬看来，青春无法被简单定

义，但每一代青年都有着共同点——

“像火一样热烈，像风一样自由”，只要

葆有这样的热烈和自由，青春就永远

相伴人生。

“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青

春 。”这句话是 2021 年五四青年节张

韬自己策划拍摄的一部微视频短片中

的旁白，他在这部片子里解读青春。时

隔一年，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张韬对

于青春有了更多的感悟。

张韬回忆，从小就热爱舞台的他，

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者或

者教师。“做主持人”的梦想，则萌生于

高中时的一次“误闯”。

“刚上高一，正值学校校庆，听说

校庆晚会在找学生主持人，当时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就去毛遂自荐。结果可

能从小跳舞练就的挺拔身姿和不管不

顾的大嗓门儿帮了忙吧，就这么被选

上了。”回忆起最早的那次主持经历，

张韬笑言，当时自己觉得还很过瘾，虽

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初生牛犊

不怕虎，借着校庆的喜庆劲儿，在台上

表现得非常自信。

“后来我爸告诉我，观众席里坐在

他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听我主持时激动

落泪，直呼感动。结束之后，校庆活动

的指导老师跑过来问我，想没想过今

后做主持人？可能就从那一刻起，一颗梦

想的种子在心里种下了。后来，一次次参

加学校的主持活动，直到高考时自然而

然地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

张韬坦陈，学生时代的自己对这

个专业理解尚浅，那时候做得最多的

努力，就是下功夫把语音纠正好，天天

抱着一本字典，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

一个字地练习，一遍一遍地录音。

“现在想想，自己专业的起步很懵

懂，但也很纯粹。”慢慢地，张韬懂得，

热爱是基础、是动力，但唯有努力，才

能不辜负这份热爱。

张韬说，毕业参加工作，并没有如

期望中那样顺利，而是最边缘、最平常

的起步。但回首自己走过的这一路，他

觉得那些最初的难才是最宝贵的，因

为 所 有 吃 过 的 苦、熬 过 的 夜、走 过 的

路、读过的书，都会成就希望成为的那

个自己。“或许真的只能在一次又一次

咬紧牙关的坚持里，才能听见梦想绽

放的声音”。

张韬说，“我不怕难，我喜欢挑战。”

这也让他再一次怀揣着一腔热爱、一腔

孤勇，在而立之年选择“闯北京”。

“那时候在重庆已经算是站稳脚跟

了，做过重庆卫视的春晚主持人，有自己

的固定节目、固定观众，收入也不错，重

庆的日子真的很巴适。但心里总有一种

冲动，一种趁着年轻去挑战、去创造更多

的冲动。”

选择新的生活，意味着对过去舒适

的放弃，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没什么，

来北京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会很难，但

我能坚持。”张韬说，那些坚持的日子，才

是助力自我成长的关键节点。

“当年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研究生的

日子，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凌晨三四

点 直 播 的 日 子 ，如 今 新 闻 工 作、文 艺 节

目、新媒体制作常常连轴转的日子⋯⋯

这些对我都很重要，正是这样的日子给

了我由内而外的新的成长，让我的内心

变得更有宽度、有容量，有了更无畏的勇

气，也有了更淡然的心境。”

走过初期的困难，如今在很多同行

和观众心中，张韬开始了“幸运之旅”，获

得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伴

随着溢美之词也有质疑的声音。张韬对

此 有 着 清 醒 的 认 识 。“ 任 何 一 项 工 作 安

排，都是对我职业生涯成长的一次邀请、

一次历练，每一次我都会用心用情去专

注地呈现。”

张韬坦言，他从不觉得幸运二字可

以概括一个人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机

会落在头上，也是因为之前已经做了准

备，而要想获得更多的机会，就要继续做

更多的准备。”

在很多人看来，主持人行业竞争激

烈，青春是优势。而张韬认为，年轻是优

势，但并不是最大的优势。“我还在向着

做一名优秀主持人的目标前行，除了专

业技巧，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良好的德行

修 养 都 是 根 本 。我 还 在 不 断 学 习 ，学 习

如 何 把 理 论、经 验、思 考 真 正 变 成自己

的优势。”

张韬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一种“新

鲜”的职业状态。保持职业的“年轻”，会

是一种“持续的优势”。

主持人张韬：真正的青春“无惧时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
的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
青年干部作为税收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生力
军，面对桂林税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始终
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宗旨，在急
难险重的关键期勇于突破，在深化改革的形势
下勇于担当，在砥砺奋进的征途中勇创佳绩，
多措并举推出税收优惠措施，增强桂林旅游业
竞争力，推进旅游业健康发展，让便民办税春
风吹遍好山好水，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贡献青春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

团委书记 刘俊岩

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

团委书记 聂宁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