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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 董云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锦湖社区，“青

春社区”的活动计划表总是被排得满满当当，来

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持续不断地带入新资源，使社

区里的活动如滚雪球般越来越丰富；在青岛市西

海岸新区北江路社区，之前，年轻人闲暇时间基

本不参与社区活动，但如今，这里孵化出了一群

青年骨干，带领青年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

变为“参与者”“组织者”⋯⋯

团 旗 在 社 区 舞 动 ， 团 徽 在 社 区 闪 耀 ， 青 年

在社区建功。自 2021 年 5 月社区青春行动试点

工作启动以来，按照团中央部署要求，团山东

省委积极行动，将社区青春行动纳入青年发展

友 好 型 城 市 建 设 整 体 布 局 ， 初 步 形 成 有 重 点 、

多层面建设“青春社区”的格局。如今，在青

岛，青年居住的社区更是成为其参与社区、融

入社区、实现社区梦想的家园，交织着青春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方位、多角度打造“青春社区”

“ 今 天 我 的 演 讲 题 目 是 《坚 定 初 心 砥 砺 奋

进》 ⋯⋯”近日，在锦湖社区“青年学习社 ”，

青年宣讲员正在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像这样的宣讲，锦湖社区已累计开展了 10
余次。

锦湖社区成立于 2017 年，是城阳区相对年

轻的城市社区，目前常住的 1.5 万余名居民中，

青 年 占 70%。 如 何 让 青 年 走 出 家 门 ， 改 变 青 年

“隐于市”的现象？团城阳区委通过创建“青春

社区”，“让青年当主角，让社区更青春”，探索

“共青团往社区走”的新路径。

结合辖区青年特点，团城阳区委和社区全方

位征集青年意见建议，形成需求、资源和项目 3
份清单，并在社区设立代表工作室、青年议事

厅、青年公益角等各种“青年之家”，打造青年

的社交“朋友圈”。

与此同时，锦湖社区引入青岛国立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青岛农业大学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

织，培育孵化了“青年学习社”“成长方向盘”

“阳光志愿者服务队”等青年组织，做到“月月

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小区各项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什么

信息都在微信群发布，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里提出来，一些小程序功

能很好用。别看楼长和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

做起事来给力靠谱。”青岛西海岸新区沂河路社

区居民潘先生说。

“青春社区”建设不仅回应了青年社区居民

的需求，通过一系列贴近青年的项目和活动，使

青年成长为协助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社区治理

的新力量。 （下转 2 版）

有重点多层面建设“青春社区”

团青岛市委：打造青年与社区双向奔赴新平台

7 月 16 日 ， 王 嘉 男 在 夺 冠

后 庆 祝 。 当 日 ， 在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尤 金 市 举 行 的 2022 世 界 田 径

锦 标 赛 男 子 跳 远 决 赛 中 ， 中 国

选 手 王 嘉 男 以 8 米 36 的 成 绩 夺

得 冠 军。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王嘉男：

一跳惊世界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到吉林考察、在 2015 年全国两会期间

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就粮食安全、生态

保护、制造业发展等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 持 新 发 展 理 念 深 入 实 施 东 北 振 兴 战

略，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

吉林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粮食生产

能力稳步提升；着力抓住生态资源优势

推进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焕发新活力；

依托老工业基地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进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吉林加快

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务实奋进，

势头昂扬。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调研时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走

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

业发展道路”。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全力推

进黑土地保护，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10 年间，吉林发挥农业大省优势，

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连续 9 年粮食

年产量超过 700 亿斤，粮食商品率、粮食

调出量多年居全国前列。2021 年全省粮

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800 亿斤，位居全国

第五，相比 2012 年增加超过 20%。

吉林省 65%以上的耕地是黑土地，

80%以上的粮食产自黑土地。近年来，吉

林全力推广保护性耕作，广泛运用新技

术涵养土壤肥力，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

连续多年每年新增 1000 万亩以上。

高标准农田建设快速铺开；产粮大县

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科技特派员”奔

赴田间地头对接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种

良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金融、保

险、仓储等要素发挥重要力量⋯⋯

如今，吉林全省高标准农田面积从

2012 年的不足 500 万亩，增长至 2021 年

的超过 4000 万亩。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

测土施肥、绿色防控、飞防作业全覆盖，综合机械化水平超

过 91%。2021 年，梨树示范基地玉米亩产达到 1077 公斤，创

东北地区高产纪录。

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让农活

变得“轻松”起来。田地里，传感器自动感应光照、温度；大屏

幕上，稻苗长势、气象信息、水肥数据一目了然；直播间中，

村里主播热情推介，快递发往全国。 （下转 2 版）

吉林

：加快推动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7 月 17 日，学生们列队进入拉萨火车站。

当日，在拉萨上学的那曲市 815 名学生乘坐中国铁路青

藏集团公司安排的专列返乡，回到草原享受暑假生活。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 作 为 一 名 共 青 团 员 ，参

加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志 愿 者

活 动 ，为 家 乡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奉 献 自 己 的 绵 薄 之 力 ，是 我

的 责 任 。”这 几 天 ，在 兰 州 市

西 固 区 疫 情 防 控 点 ，返 乡 学

子辛博文忙得不可开交。

放暑假刚回到家，看到团

西固区委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

的信息后，就读医学专业的辛

博文马上报了名。

到 岗 后 ， 辛 博 文 开 启 了

“ 连 轴 转 ” 模 式 ， 在 “ 大 白 ”

和“小红”之间切换。白天，

在 社 区 卡 口 点 进 行 “ 一 扫 三

查”，查验出入社区居民的出

入证及“小兰帮办”的扫码；

晚上，又前往大规模核酸检测

现场支援。

近日，甘肃省部分地区暴

发新冠肺炎疫情。7 月 10 日，

团甘肃省委、省学联、省青年

志愿者协会共同倡议，号召返

家乡大学生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到社区 （村） 报到。

维持秩序、运送物资、走访

劝导、采集信息⋯⋯连日来，甘

肃各地团组织迅速响应，广大

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积极

行动起来，“志愿红”再次在抗

疫一线闪闪发光。

截至目前，团兰州市委、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

2311 人 次 前 往 82 个 社 区 。 青

年 志 愿 者 不 畏 酷 暑 ， 敢 打 硬

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融

入“社工委”，用青春筑起居

民的“安心防护墙”。

近 日 ，天 水 部 分 县 区 疫 情 多 点 散 发 ，防 控

形 势 严 峻 。团 天 水 市 委 吹 响 战“ 疫 ”集 结 号 ，各

级 青 年 突 击 队 队 员 争 当 抗 疫 阻 击 战 中 的“ 战 斗

员 ”“ 宣 传 员 ”“ 保 障 员 ”，穿 梭 于 街 道 上 、楼 栋

里 、社 区 中 ，用 满 腔 的 热 情 和 青 春 的 担 当 构 建

起 抗 疫 堡 垒 。 （下转 2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隧道掘进机集开挖、支护、出碴

等 功 能 于 一 身 ， 体 形 巨 大 、 力 大 无

穷 ， 是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的 “ 国 之 重

器”，被誉为“工程机械之王”。但长

期以来，以隧道掘进机为代表的高端

地下工程装备依赖进口，价格高、服

务差，完全受制于人。

2014 年 ， 首 台 国 产 岩 石 隧 道 掘

进机在长沙下线，彻底打破了国外技

术的垄断。之后，大直径全断面岩石

隧道掘进机内嵌的双驱动系统，成功解

决 了 困 扰 世 界 50 多 年 的 “ 卡 机 ” 难

题，使国产岩石隧道掘进机首次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这一个又一个“卡脖子”技术的攻关

者，是年仅 35 岁的第 26 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掘进机研发组组长龙斌。

“一 定 要 造 出 属 于 中 国
人的掘进机”

龙斌的大学老师是中国第一批研究

地铁盾构机/TBM （硬岩掘进机） 的拓

荒者。求学时，他常常听老师谈起工程

建设受制于外国品牌的故事。

龙斌告诉记者：“1997 年修建秦岭

铁 路 隧 道 时 ， 从 国 外 进 口 了 两 台

TBM， 结 果 对 方 狮 子 大 开 口 ， 要 价 超

过 6 亿元。”

看着老师眼中的无奈和不甘，从那

时起，龙斌暗下决心：一定要造出属于

中 国 人 的 掘 进 机 。 大 学 期 间 ， 除 了 上

课，龙斌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断

钻研技术知识。

2009 年，当时 22 岁的重庆小伙龙

斌听从老师建议，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

后来到长沙，进入铁建重工，准备勇闯

国产掘进机这片新兴领域。

龙斌的带教师傅梁兴生曾参与过国

外引进盾构机的生产制造，是国内最早

一批啃外文书、制造盾构机的科研人员。

他第一眼见到龙斌，就觉得这个小伙子

踏实。“不仅好学，还学得快，遇事也不慌

张。”说起这位学生，梁兴生连连称赞。

工作前 3 年，龙斌每天几乎都是在

“ 两 点 一 线 ” 中 度 过 ： 不 是 在 设 计 图

纸，就是穿梭在项目工地上。“我深刻

认识到，只有反复到施工一线去，才能

真正熟知地质情况和掘进机面临的施工

难题，并从整机参数配置、刀盘刀具等

方面开展个性化、定制化设计，从而找

到贴合工程实际的解决方案。”龙斌说。

2012 年，国家“863 计划”对国产

首台大直径敞开式 TBM 自主研制正式

立项。刚毕业 3 年的龙斌，受委派负责

该项目的研发设计。

龙斌感觉“压力山大”。从接受这个

项目起，他就开启了“疯狂”的工作模式：

带领团队深入有关设备施工现场，跟踪

分析设备关键部件，研究工作原理及设

计制造关键点； （下转 2 版）

第 26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龙斌：

让 中 国 装 备 享 誉 世 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陕 西 人 张 旺 是 一 名 90 后 ， 在 城

里长大，但他的创业领域却与山区、

农民、农产品有关。

过去 8 年，他创业开启“小满良

仓”项目，举办过 600 场次扶贫促销

活 动 ， 帮 助 农 户 销 售 4000 余 万 斤 滞

销农产品；邀请科研团队将纳米级生

物酶制备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的环节；

他曾走进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的农

田 ， 深 知 农 产 品 卖 不 出 好 价 钱 的 “ 痛

点”。

“种地成为一种赔钱的劳动，这背

后存在问题，也存在商机。”张旺带领

青年团队把互联网思维带进乡村，盘活

了山沟沟里的土地资源。“小满良仓正

在全力打造一个扶贫生态圈，带领传统

农业走向产业化、集群化。”他说。

在农田里大干一场

如果不是一场调研，在城市长大的

张旺不会知道，对山区的农民来说“用

传统办法种地是一种入不敷出的劳动”。

2016 年，他跟随调研团队去往陕西

省延川县阿占村，那里盛产小米。作为全

村 最 年 轻 的 劳 动 力 ——55 岁 的 村 委 会

主任带他们去参观农田。那时一亩农田

年产量不足 500 斤，算上种子、化肥等费

用，每年的成本最低在 1200 元左右。

张旺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粮食

卖不出 3元一斤的价格，那么农户会处于

亏本状态。而在电商平台上，大批的商家

将一斤小米定价为两元左右。他想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让土地发挥更大的价值。

在多地调研后，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逐渐显现出来：对内，西北地区有大量的

农产品；对外，百姓希望购买更高质量的

农产品。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张旺看到了

商机。2016 年 2 月，他创办“小满良仓”创

业团队，准备在农田里大干一场。

要发挥土地的资源价值，必须提高

农 作 物 的 产 量 。2019 年 ，张 旺 跟 西 安 电

子科技大学实验室合作，共同开发一项

新型农业土壤改质项目。此前只在实验

室里听到的纳米技术，被引进农田里。实

验室团队研发出最小尺寸为 0.48 纳米的

生物酶颗粒，形成了生物酶农业催化剂

技术，可以利用天然有机质材料，生产出

多种生物酶，定向促进植物的营养吸收，

减少了化肥的使用。生物酶进入土壤之

后可以反复催化，不需要持续投入，提升

了农作物的生产效率。

如今，张旺带领团队建立了 9 个土

壤改良和污染治理试验点，58 个经济作

物 增 产 提 质 实 验 田 ，覆 盖 了 11 种 农 作

物。据估算，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农资约

400 元，作物品质提升 6.9%左右。

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让土地产量增

加，还激发了不同山区的土地潜力。

在甘肃的一个小村庄里，张旺曾带

领团队调研，发现这处土壤更适合种植

樱 桃 。 他 和 技 术 人 员 带 着 种 子 ， 跟 10
余名农户合作开展小规模种植。农户尝

到了甜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

青年创业团队。 （下转 2 版）

90 后青年张旺：

山 沟 里 挖 出 创 业 金

7 月 17 日，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当日，全国缝制机械维修职

业技能竞赛山东分赛区比赛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举行。来自

山东省纺织企业的 60 名选手，针对包缝机、套结机、锁眼机等

设备的故障排查和修复展开比拼。 梁孝鹏/摄（新华社发）

甘肃返乡学子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战
﹃
疫
﹄
中书写青春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