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笔谈

你选对了吗？

一项小调查显示，60%的受访青年认为自己有“选择困难综

合征”——某宝上的“宝贝”，在“购物车”里几进几出、犹豫

不决；中午吃什么，东看西瞧，无法取舍；高考选专业左思右

想、难下决心⋯⋯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个或大或小、有

意无意的选择组成的——一次次选下来，慢慢就形成了每个人独

特的人生轨迹。在这些选择中，有的充满随机性，不必过于焦

虑，否则活得太累；但是有的选择，一辈子只有一次，一次决定

一辈子，错不得，也错不起。

事关人生全局的选择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5 月

4 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一生

只有一次青春”，“青年面临的选择很多，关键是要以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广大青年要“努力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对于亿万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能不能把“青春梦”融入

“中国梦”，是影响一生成就的最重大选择。

为什么？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精

神，我们可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比作一列

“快车”。这列“快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车不等人，高速向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

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深刻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方向——这股大潮从

过去奔涌到现在，从现在奔向未来。这一由历史动能驱动的“快

车”，不会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

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登上这列“车”，赢得光

明的未来。

第二，车能载人，一起向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

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这一“快

车 ” 的 使 命 就 是 载 着 十 几 亿 中 国 人 民 奔 向 幸 福 。 不 上 这 列

“车”，自己找路走，再有能耐也会被时代抛在后面；登上这列

“车”，就相当于抓住了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风口”——“国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第三，车上给青年留出了 C 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正好与当代青年的人生“黄金时期”同步，可以说这列

“车”的 C 位是留给广大当代青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

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青 年 朋 友 们 ， 你 说 ， 对 于 这 样 一 列 “ 车 ”， 咱 们 不 抓 紧 上

车，还在等什么呢？

但是，想上车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像我们乘火车要检

票、安检一样，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登上“中国梦”这列“快车”，

需要“过五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五项希望。

一是理想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

想信念”。在这里，总书记对“如何坚定”进行了精彩阐释——

“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

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这三把

“金钥匙”，是我们区分开“一辈子理想”与“五分钟激情”，真

正做到矢志不渝的“法宝”。

二是本领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一定要练就过

硬本领”。在总书记心目中，本领既包括理论，又包括技能；既

来自于书本，又来自于实践，谆谆教导青年人要把学习作为首要

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

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

三是创新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

新创造”。青年人都关心“机遇”，都希望成为幸运的“锦鲤”。

总书记给大家支了“招儿”——生活“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

于创新的人们”。事实确实如此——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白皮

书披露，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量子科学团队

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

这些年轻人为何能如此幸运地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因为他

们是一群以敢为人先的锐气勇攀科技高峰、勇闯科学“无人区”

的创新者！

四是奋斗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年一定要矢志艰

苦奋斗”。总书记这里所说的“奋斗”，可不是披着“奋斗”之

名 的 “ 内 卷 ”， 而 是 有 着 广 阔 舞 台 和 深 厚 情 怀 的 奋 斗——“ 到

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

炼，增长才干。”——青年人的奋斗活力，不该向内“卷”，而

要向上展——闯新路、创新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

五 是 品 格 关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要 求 ：“ 广 大 青 年 一 定 要 锤 炼

高 尚 品 格 ”。 道 德 关 涉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世 界 ， 到 底 该 如 何 养 成 ，

从来众说纷纭。总书记给出了科学答案——“要把正确的道德

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揭

示了从知行合一、内外融通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涵养道德品

格的有效路径，指引新时代中国青年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只有闯过以上“五关”的青年，才能真正将个人梦想融入中

国梦，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

青春回忆。

在这篇讲话结尾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指出：“无数人生

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

献 也 就 选 择 了 高 尚 。”—— 风 华 正 茂 的 青 年 朋 友 们 ， 你 选 对 了

吗？ （青宣）

总书记与青年朋友们

青年节话“中国梦”

“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 （第一颗人造卫
星） 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

“ （我） 在大雪封山时登上峨眉山，十分艰险，下山时到小
饭馆吃担担面，人家已经尊我们为英雄了。”

“我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
书。⋯⋯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
那时候打下来的。”

春夏之交的五月，草木葳蕤，万物生长，是属于青年人的

日子。

2013 年 5 月 4 日，是习近平首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

一个青年节。满怀对广大青年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空间

技术成就展览，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

动，同 27 位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各界优秀青年代表亲切

交流。

总书记与蛟龙号潜航员唐嘉陵有这样一段对话——

“潜了多少米？”总书记问。

“去过 7062 米。”

“潜航员在身体上有特殊要求吗？舱里压力很大吧？”总书记

又问。

“选拔的要求非常高，但舱里的环境跟陆地上是一样的。”

⋯⋯

总书记问得很仔细，唐嘉陵答得很详尽，展厅里洋溢着轻松

愉快的气氛。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怎么纪念？我们一起来参观航天

科技成就展，感受载人航天精神，激励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全国

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样的纪念

是很有意义的。”总书记看着一张张成就展板，又看着一张张青

春洋溢的脸庞，微笑着说道。

“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两弹一星梦、飞天揽月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许达哲告诉总书记，现在，35 岁

以下青年占集团员工的 54%，型号总设计师、总指挥队伍中，45
岁以下占 46%；载人飞船、嫦娥卫星、北斗卫星、东方红四号卫

星平台研制队伍的平均年龄分别是 33 岁、33 岁、35 岁和 29 岁。

当听说航天科研团队以青年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

兴，看到“东方红一号”总装的历史图片，总书记不由想起了五

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 我 当 时 在 延 川 县 梁 家 河 村 当 知 青 ， 听 到 了 发 射 成 功 的 消

息，非常激动！”总书记说起当年在陕北农村的窑洞里，得知我

国第一个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时的场景，依然满含深情。

1970 年 4 月，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遨游太空时，在陕

北辽阔的黄土地上，十七岁的青年习近平站在黑黢黢的窑洞门

口，望向茫无涯际的天空⋯⋯这是他来到陕西延安文安驿公社做

知青的第二年，白天学习如何锄地、耕地、翻土、赶牲口，夜

晚，他就在简陋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两大箱书里面拿出或是哲学

政治或是经济等方面的书，兀自苦读起来⋯⋯

2020 年 4 月 23 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给 参 与 “ 东 方 红 一 号 ”

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再度提起这段往事：“老一代航天人的

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的史册上”。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

无止境。参观完空间技术成就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会议室，

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

“ 练 就 国 家 建 设 需 要 的 过 硬 本 领 ， 才 能 实 现 自 己 的 青 春 梦

想。是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给了我梦想成真的机会。有梦想、

有机会、有奋斗，就能够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一身橘红色工

装的裴先锋充满青春的自信和朝气，他是中国石油第一建设公司

第三工程处 313 工程队电焊技师。

裴先锋的中国梦是用电焊“焊”出来的。

通过勤奋钻研、苦练本领，短短几年工夫，这位 90 后从一个农

村孩子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青年技师，2011 年在世界技能大赛

中夺得焊接项目银牌，实现了这一赛事中国人奖牌零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边听边记，他对小裴说：“你通过奋发努力，

成就的青春事业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高度契合，这样

事业的光谱就更广阔，能量也会更强。”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生陈晨的中国梦，是攀登珠峰“攀”出

来的。

“梦想，是引领人生方向的灯塔。登顶世界高峰，探秘神奇

的大自然，是我从小的梦想。”看似文弱的陈晨，是我国首位成

功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她坚定地说：“有志青年，就要有

责任、有担当，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为了梦想，就要意志坚

定、百折不回。”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陈晨的发言，由衷地对她说：“我非常敬

佩你。对珠穆朗玛峰，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我 20 岁出头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四川学习

农村发展沼气技术，办完事后，在大雪封山时登上峨眉山，十分

艰险，下山时到小饭馆吃担担面，人家已经尊我们为英雄了。”

全场闻言都笑了。总书记也笑着对小陈说：“你的强大，不仅是

内心强大，专业能力也非常强大。”

92815 部队某潜艇艇长华明的中国梦，是深潜大海“潜”出

来的。

从最初的老式装备到新型潜艇，从一名青年学员到潜艇艇

长，华明入伍 23 年，出色完成中外联合军演、战备巡逻等 10 多

项重大演练任务，航程 10 万多海里，在航程、航时、航深等方

面都刷新了同类潜艇近 10 年的纪录。

华明干净利索的话语，尽显军人气质：“作为新时期青年军

人，自己赶上了富国强军的好时代，只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中

国梦、强军梦，才能让美好青春更加绚丽多彩。”

习近平总书记接过话茬：“现在国家国力增强了，强军步伐

也有条件逐步加快。最近，我两次上舰登艇，感觉官兵素质整

体水平提高了，志向远大、意志顽强，再一个就是物质条件大

为改善。我们一方面要强体，另一方面也要励志，发扬艰苦奋

斗精神。”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要靠每个人的梦

想叠加，靠每个人的不懈奋斗。“把自己的梦和祖国的伟大事业

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国伟大事业上，才能成就你们

的理想。”总书记循循善诱的话语，发人深省。

11 位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先后发言，他们中有牧民养

羊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米吉格、有“最美洗脚妹”刘丽、有探月工

程二期探测器系统和嫦娥三号卫星总设计师孙泽洲、有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杰⋯⋯在五四青年节这个

中国青年的光辉节日，他们结合各自岗位和成长经历，抒发了与

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青春感受，勇敢担负起当代青年的

历史责任，用青春梦点燃中国梦。

总书记用亲身经历，激励青年练就过硬本领——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 自 己 定 了 一 个 座 右 铭 ， 先 从 修 身 开

始 。 一 物 不 知 ， 深 以 为 耻 ， 便 求 知 若 渴 。 上 山 放 羊 ， 我 揣 着

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

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

累。我并不觉得农村 7 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

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

搞好。”

在听取 11 位优秀青年代表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深情勉励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

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实现中国梦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

生华章。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是对亿万青年的青春寄语。近 3 个小时

的参观座谈，总书记脸上始终洋溢着年轻的笑容：“在这个属于

青春的日子里，很高兴同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代表一起交流，聆

听大家抒发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青春感受。”

（综合编选自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 等有关材料）

在总书记指引下

以青春梦托起航天强国梦

题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航天事业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几代
航天人承载着中国人对日月星辰、广袤空间的幻想，对振兴中
华、民族复兴的追求，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创造中国航天
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
日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广大航天战线上的青年人信心满
怀地在实现航天强国梦的历史接力赛中奋勇争先，为国家航天事
业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一）
63 年前，一群年轻人准备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大部分

人获得批准，只有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人未能如愿，因为他的专

业是导弹总体设计。他的名字叫戚发轫，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学

生。当时的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直

到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59 岁的戚发

轫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轫出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戚发

轫从小便立志，“以后一定要造飞机，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欺

负”。在我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的 50 年代，许多航天人，甚至没

有见过导弹、卫星。国外的严密封锁，让戚发轫明白“我们的航

天事业要发展、要壮大，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一项项攻

关、一次次试验，终于让 《东方红》 的旋律响彻太空。没有一个

外国元器件的“东方红一号”，映照着我国坚持自力更生、自立

自强的志气，鼓舞振奋了无数国人。

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晚、基础薄，相比美俄有着数十年的差

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工程首任总设计

师王永志说：“我们要横空出世，一起步就要赶超到位。”赶超

的时间是用一代代航天人的青春换来的。回想起艰苦攻关的岁

月，戚发轫说：“我们白天做晚上做，星期天星期六也做，过年

过节也做。”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是无数航天人奋斗不息的日

日夜夜。

面对各种艰苦环境的考验，广大航天工作者在戈壁大漠、浩

瀚海洋和科研院所默默奉献着青春年华：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起

了国际一流的发射场；规模宏大、充满现代科技气息的航天城也

拔地而起；高技术集成的指挥控制中心、先进的航天测控网开始

启用⋯⋯

1999 年 11 月 20 日，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自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不仅顺利返回主

着陆场，而且离预定着陆点只有几公里。“神舟飞船采用三舱设

计的同时，进行了改进和重大技术创新。用时这么短，简直不可

思议。”这一幕，让当时的俄罗斯专家忍不住赞叹。中国航天用

短短七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走过的路。铺就这条追赶之

路的，正是一代代航天人的青春芳华。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包括戚发轫在内的 11 位老科学家

回信，对加快航天强国建设提出殷切期望。一代代航天人赓续传

承、接力奋斗，在浩瀚太空留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也激励着

更多航天人锐意进取，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强国梦想。

（二）
“想都没想，就选择了干航天。”1992 年，孙泽洲从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

然而，航天近乎枯燥的程序化工作，让毕业之初的孙泽洲产生了

不小的失落感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还没有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任务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干出点成果。”新人孙泽洲

也有过迷茫。

2004 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时年 34 岁的孙泽洲被任命为

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嫦娥一号的总体工作极大地锻炼了孙

泽洲迅速汲取各专业知识的能力和勇担组织协调重任的心态，为

其后来领军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研制打下了基础。2016 年，中

国火星探测任务和嫦娥四号探测器任务分别正式立项，孙泽洲被

任命为两大探测器的“双料”总设计师，一面飞“月球”，一面

奔“火星”。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

陆。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

察，也是首次实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工程全线数万名

科技工作者夜以继日攻关探索、勇攀高峰，托举起嫦娥四号任务

的成功。嫦娥四号成功落月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孙泽洲与同

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总书记会见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让我们备受鼓舞。”孙泽洲

激动地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引着我们不断追求新的梦想，

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来不及细细品味嫦娥四号任务成功的喜悦，孙泽洲很快又投

入到天问一号任务中。从登月到探火，从 38 万公里到 4 亿公里，

筑梦苍穹之路愈发充满考验。未知的深空环境、超远距离测控

通信、探测器自主着陆等，每一个环节都面临各种挑战。2021
年 5 月 ， 天 问 一 号 探 测 器 成 功 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

着陆区。

让孙泽洲引以为豪的是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天问一号团队

是年轻的团队，35 岁以下青年占比 60%以上，主任设计师平均

年龄不到 37 岁。在整个航天科技集团，型号总设计师、总指挥

队伍中 45 岁以下占比超过 30%， 技 术 研 发 队 伍 中 45 岁 以 下 占

比 达 83%。” 孙 泽 洲 说 ， 青 年 人 已 经 成 为 推 动 航 天 事 业 发 展 的

生力军和中坚力量，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为青年提供了成长

的舞台。

首 次 担 任 探 月 工 程 探 测 器 系 统 总 设 计 师时，孙泽洲 38 岁，

是当时航天系统最年轻的总师。经历了嫦娥四号和天问一号任务

的 淬 炼 ， 如 今 ， 他 已 过 了 知 天 命 之 年 。 现 在 ， 他 要 瞄 准 的 是

2030 年前实施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三）
神舟十四号成功飞天的消息让全体中华儿女雀跃不已。但有

一群年轻人，却因此压力倍增，每天睡觉的时间更少了，投入工

作的时间更长了。而这群开启“工作狂”模式的年轻人，正是研

制国家太空实验室的主力军——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集成技术中心团队。

“空间科学与应用的核心，就是探索未知、创新先行。我们

的工作，完全是‘从 0 到 1’的过程。”集成技术中心主任、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王珂说，10 年前刚接到任务

时，团队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大家甚至不知道太空实验室应该

长成什么样。

由于西方技术封锁，中国一直不能使用国际空间站的太空实

验室。“这也正是团队燃起斗志的原因所在。”集成技术中心科学

实验柜主管设计师唐善平说，“从‘两弹一星’开始，越封锁越

突破，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传统。”

“与国际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室相比，我们的难度更大。”王珂

介绍，部署了 31 台科学实验柜的国际空间站规模是 423 吨，而部

署了 25 台科学实验柜的中国空间站规模仅为 180 吨。“一个科学

实验柜，相当于把一个地面实验室搬进太空，其复杂程度不亚于

一颗卫星。”他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学实验柜必须自重更

轻、功能更强。”

10 年来，团队一直在科研“无人区”中探索、突破，每一

次载人飞行任务科学载荷都几乎全新。唐善平说，“无经验可

借 鉴 ， 一 个 看 似 很 小 的 问 题 ， 往 往 要 经 过 上 百 次 尝 试 和 实

验，才能有一个定型的设计 。”经过无数次试验迭代、攻坚克

难 ， 团 队 突 破 30 余 项 关 键 技 术 ， 将 科 学 实 验 柜 的 重 量 减 半 ，

实 现 载 荷 承 载 比 超 过 国 际 水 平 两 倍 以 上 ， 总 体 性 能 达 到 国 际

先进水平。

2022 年 3 月 23 日 ， 神 舟 十 三 号 航 天 员 在 “ 天 宫 课 堂 ” 第

二 课 上 ， 首 次 向 世 界 展 示 了 “ 高 微 重 力 科 学 实 验 柜 ” 和 “ 无

容器材料实验柜 ”，受到全球瞩目。首批实验柜如期交付使用

的 背 后 ， 有 一 个 集 体 冲 锋 陷 阵 的 故 事 。 2020 年 9 月 30 日 凌

晨，天和核心舱里的三个科学实验柜开始进行最后的状态设置

和 测 试 。 团 队 要 完 成 对 百 余 台 套 设 备 、 几 百 个 工 序 的 装 配 调

试，还要对数百个工况进行测试确认，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 8.75
天。团队迅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整个国庆假期昼夜奋战，争分

夺秒，全力冲刺。

“ 那 几 天 ， 大 家 吃 住 都 在 办 公 室 ， 困 了 就 找 个 角 落 眯 一 会

儿。”作为团队最年轻的成员，90 后李振祥当时刚刚毕业。李振

祥说，“在这个团队里，我深切感受到，一个人的青春，只有融

入国家民族的事业中，才能焕发出璀璨的光彩。”

（四）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毛

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彼时掌声雷

动。而后，我们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华民族有智慧、有力

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我们！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始，中国航天器遍布寰宇，静谧的太空不

再孤寂清冷。老一辈航天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

难、跨过道道险关，从无到有地发展起了我国的航天事业：东方

红一号卫星、嫦娥一号卫星⋯⋯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实施

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奋斗，我国

载人航天事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不断刷新纪录，谱写着追赶、

并跑、超越的奇迹，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航天发射

场，和航天员亲切通话，会见航天参研参试队伍，发出“发展航

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动员令，为新时代我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提出了期望，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成为全体航天人共

同的目标追求和行动指南。

广大航天人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培育铸就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航天精神。

航天精神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

心，始终是激励全体航天人建设航天强国、实现航天梦想的强大

精神动力，始终是中国航天的成功密码。

在伟大事业和伟大精神的交相辉映、相互交织中，中国人

飞 向 太 空 的 轨 迹 是 如 此 壮 美 、 如 此 震 撼 人 心 。“ 星 空 浩 瀚 无

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

来 。”我们相信，在中国积极推动、合作创新开创世界航天新

纪元的努力下，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

好的未来。

（综合编选自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航
天报》 等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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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介绍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青年工作》，
是党的领袖关于青年工作最全面、最系统的论
著，是全国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在共青
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收到的珍贵礼物。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我们开设此系
列，按照时间顺序对所收录的 60 篇重要文稿逐
期刊登阐释辅读文章，和广大青年朋友一起，共
读共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青年篇”，共话共悟党的领袖念兹在兹、深厚绵
长的“青年情”。

《在 同 各 界 优 秀 青 年 代 表 座 谈 时 的 讲 话》 是 2013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

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

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

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

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

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

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广大青年一定要坚

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

高尚品格，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关于“中国梦”，总书记还这样讲过：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

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实现中国梦，需要依靠青年，也能成就青年。”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对共青团工作作出的批示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关于“青春”，总书记还这样讲过：
“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金句精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