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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脱贫，乡村振兴，航母下海，

科技腾飞⋯⋯这十年，我们见证了国家

取得无数重大突破，也见证了在面对困

难时的万众一心。十年缩影，青年们对

哪些成就最感到骄傲？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发 布 的 一

项有 3012 名青年参加的调查显示，这

十年最让人自豪的国家成就，62.3%的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是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大 幅 提

高，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

56.2% 的 受 访 青 年 觉 得 是 坚 持 人 民 至

上，生命至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保卫战。93.8%的受访青

年为成为国家发展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

感到自豪。

这十年最让受访青年自
豪的国家成就是形成最庞大
数字社会

在 北 京 某 高 校 工 作 的 杨 莉 记 得 ，

2013 年出国留学时， 国 内 的 移 动 支 付

才 刚 刚 兴 起 ，2016 年 回 国 后 发 现 ， 网

络 已 深 刻 地 嵌 入 到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点 餐 、 打 车 、 购 物 等 日 常 需 要 ，

都 可 以 通 过 网 上 完 成 ， 支 付 方 式 也 更

加简单便捷。“科技真正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

不过说起这十年国家最让人自豪的

成就，杨莉认为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我是从云南一个特别偏远贫困的

地区考到北京的，我们当地的 4 个县全

是 贫 困 县 ， 不 少 人 连 普 通 话 都 不 太 会

说。国家实施的全面脱贫真正改变了村

民的生活”。杨莉了解到，如今不少村

民通过易地搬迁住进了楼房，也能接受

到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过上

了更好的生活。

过去十年国家取得的哪些成就最让

人自豪？调查显示，62.3%的受访青年

认为是互联网普及率大幅提高，我国已

形成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56.2%的受

访青年觉得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卫

战，50.6%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50.1%的受访青年表示是各级教

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危急之时，方显大爱。”家住山东威

海 的 萧 宇 今 年 经 历 过 一 次 比 较 严 重 的 疫

情，“在全市因为疫情而静默的时候，我

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还有不少人和我一

样，无偿地参与进来，共同渡过难关，贡

献出一分力量”。

调查中，41.9%的受访青年认为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到处可 见 绿 水 青 山 蓝 天 白

云 最 让 自 己 感 到 自 豪 。接下来还有：军

事实力显著增强，更好地保卫国家主权和

人民利益（38.8%），倡导建设“一带一路”，

为世界提供合作新范式（36.9%）等。

93.8% 受 访 青 年 为 成 为
国 家 发 展 的 参 与 者 和 建 设 者
深感自豪

“在出国之前，我就想好了学成之后

一定要回国。”杨莉觉得，在国外的这段

经历，让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更强烈了。如今在高校工作的她对于职业

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相信在我们这

一代人以及今后更多优秀人才的努力下，

国家一定会更加昌盛，成为拥有独特发展

优势的世界强国”。

90 后 的 张 雯 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 便

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通过实地了解

青少年儿童的需求，为他们制订更有针对

性地服务方式和内容。“我是社会工作专

业 毕 业 的 ， 对 我 来 说 ， 能 够 通 过 自 己 的

专 业 能 力 为 国 家 的 儿 童 保 护 事 业 添 砖 加

瓦 ， 帮 助 到 有 需 要 的 人，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

调查显示，成为国家发展的参与者和

建设者，让 93.8%的受访青年深感自豪。

张雯觉得，不 是 只 有 那 些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的 人 才 是 国 家 的 建 设 者 ， 每 个 人 在

自 己 从 事 的 领 域 ， 不 断 发 光 发 热 ，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感 染 他 人 ， 同 样 是这个时代的

伟大建设者。

93.8%受访青年为成为国家发展的
参与者和建设者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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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能 源 车 开 进 千 家 万 户 ，“ 复 兴 号 ”

动车组跑遍神州大地，“奋斗者”号成功

坐 底 世 界 最 深 处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 祝 融

号”成功登陆火星⋯⋯十年来，“中国制

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与突破。

我们正加速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

造”。在这个过程中，“工匠精神”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654 名 受

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十年来，

94.8%的受访青年对“中国制造”的力量

更加认可了。94.7%受访青年感到身边人

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给自己很强的感

染。70.2%受访青年希望在全社会形成重

工匠、铸匠心的良好氛围。

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
74.5%受访青年首推高铁，跑
出“中国速度”

2015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首 次 提 出 实

施“中国制造 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

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

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这些年，中国呈现

了加速度发展，许多成就都让青年切实体

会到了“中国制造”的力量。

“如今，我国在挖掘机、港机、盾构

机等基建设备上，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

绩。像中国机械巨头振华重工，独占了全

球 70%的港口机械市场，有着绝对的优势

地位。三一重工占了全球挖掘机市场 15%
的 份 额 ， 销 量 在 世 界 上 也 已 经 遥 遥 领

先。”今年 23 岁的曹银林任职于北京市西

城 区 德 胜 街 道 办 事 处 。 谈 起 “ 中 国 制

造”，曹银林“如数家珍”，“我国航空航

天 领 域 技 术 突 飞 猛 进 。 问 天 实 验 舱 的 研

制，不管是从选材到焊接，从硬件设备到

软件系统，无不体现着‘中国制造’的力

量 。 我 对 我 们 完 成 ‘ 中 国 制 造 2025’ 的

目标非常有信心。”

青年插画艺术家王雪瞳，前不久刚接

了一个关于中国航天探秘火星的立体绘本

合 作 ，“ 建 设 航 天 强 国 ， 是 我 们 的 航 天

梦 。 在 深 入 了 解 ‘ 问 天 一 号 ’‘ 祝 融 号 ’

后 ， 我 被 中 国 航 天 人 的 科 研 劲 头 深 深 触

动，也再次感受到国家的强大”。

就读于某“985”院校的大四学生金

欣，学的是统计学专业。她感慨，从绿皮

火车到高铁动车组，人们的出行方式体现

了“中国制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我

国高铁动车组时速能达 400 公里，我们已

是世界高铁运行速度最快的国家，正在引

领全球体验什么是‘中国速度’。我感到

特别自豪”。

如何切实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

74.5%的受访青年首推高铁，跑出了“中

国速度”，其次是移动支付，颠覆了过往

的生活方式 （71.7%），71.1%的受访青年

表 示 是 进 入 了 5G 时 代 ， 发 展 数 字 经 济 ，

62.4%的受访青年表示是共享单车、网约

车便利民生。

十年来，94.8%受访青年
对“中 国 制 造”的 力 量 更 加 认
可了

曹银林感慨，近几年防疫大背景下，

中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

方 针 ， 不 管 是 核 酸 检 测 、 疫 苗 接 种 的 开

展，还是口罩、呼吸机、制氧机等医疗器

械的生产，以及防疫方舱的迅速建成，无

不在反映着“中国制造”的力量。

如今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曹银林都将

国货作为第一选择，“我觉得，购买国货

不仅是情怀，更是对国货品质的信任”。

这十年来，94.8%的受访青年对“中

国制造”的力量更加认可了。交互分析发

现，00 后 （97.5%） 认可度最高，其次是

80 后 （95.3%）、85 后 （94.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

育 研 究 所 教 授 赵 志 群 表 示 ，“ 中 国 制 造 ”

的发展趋势非常好。在很多领域，我们曾

经生产最低端、最便宜、质量差的产品，

现在正在往中游和上游发展。“我们已经

是第一制造大国，但距离制造业强国还有

一段距离。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数量、

质 量 都 在 不 断 提 高 和 改 善 。 但 是 不 可 否

认 ， 还 有 很 多 ‘ 卡 脖 子 ’ 的 地 方 需 要 改

革。比如在制造业领域，绝大多数工业软

件都是国外的，我们的制造业基础还需要

进一步夯实”。

94.7% 受 访 青 年 感 到 身
边人的“工匠精神”在感染自己

王雪瞳感慨，她身边有对艺术钻研非

常执着的人，这让她很受感染。“我所崇

拜的陶艺家、雕刻大师，他们穷其一生去

磨练如何展现最完美的作品。我很敬重这

种态度”。

“我了解的一些统计学家，为了深入

研究数字背后阐释的关系，发现问题，会

连续多年跟踪与收集数据资料，投入大量

的 精 力 与 耐 力 ， 不 断 在 数 据 中 探 索 与 验

证，每一次收获都距离数据‘真相’更进

一步。他们的故事激励我去努力做一位数

据分析的‘匠人’。”金欣说。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94.7%的受

访青年感到，身边人体现出来的“工匠精

神 ” 会 带 给 自 己 很 强 的 感 染 。 其 中 ，00
后 （97.2%） 受此影响最大。

赵志群认为，推动全社会崇尚并践行

“工匠精神”，首先，媒体应当多宣传，强

化质量意识。其次，要尊敬工匠，敬畏技

术。“让我感到很难受的一点是，社会还

缺少对技术工人的足够尊重，哪怕他们的

薪水比很多硕士毕业的还要高。所以，我

们需要正面宣传这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职

业，让大家愿意去做这些工作，喜欢这些

工作”。

在 院 校 方 面 ，他 指 出 ，教 学 改 革 很 重

要。“工匠需要很多实践性的知识，他们的

很多知识也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传承下

来的，或自己悟出来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

学习到、去运用。这类知识有个专业名词，

叫实践知识或隐性知识。但现在社会上将

学术知识精英化，工匠的知识就显得不够

‘高大上’，没有社会地位，这是不正确的。

学校用学术精英的方式来培养工匠，并不

符合工匠的成长规律。我们要改革人才培

养模式，注重在企业的实践中成长”。

推 动 全 社 会 崇 尚 与 践 行 “ 工 匠 精

神”，70.2%的受访青年希望在全社会形成

重工匠、铸匠心良好氛围，67.4%的受访

青年期待树立并传扬各行各业的“工匠”

典范，66.1%的受访青年希望企业在文化

建设中融入“工匠精神”，63.8%的受访青

年认为当注重校企协同，从人才供需两方

加强教育培养，60.7%的受访青年希望完善

职业培养机制，培养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

受访青年中，00 后占 27.0%，95 后占

21.5%，90 后占 30.0%，85 后占 11.1%，80
后占 10.4%。

这十年 94.8%受访青年更加认可“中国制造”的力量
94.7%受访青年确认身边人的“工匠精神”在感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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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到 2022 年 十 年 间 ， 国 家 飞

速发展，在重要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突破和伟大成就。青年对国家这十年的

发展变化，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发 布 的 一

项有 3012 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对

于过去十年的发展变化，69.1%的受访

青年表示感触最深的是国家强起来了，

61.9%的受访青年觉得是中国人的腰杆

更硬了。93.6%受访青年表示国家这十

年的发展进步让自己有了更多平视世界

的底气。

受访青年中，男性占 38.9%，女性

占 61.1% 。 00 后 占 29.2% ， 95 后 占

20.0%，90 后 占 28.7%，85 后 占 11.0%，

80 后 占 11.2%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0%，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38.9%，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0.6% ， 县 城 或 城 镇 的 占

6.5%，农村的占 3.0%。

受访青年对过去十年感
触最深的是：国家强起来了

十多年前，杨莉从云南一个偏远的

贫困县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开启

了北上求学之旅。十年间，她经历大学

毕业、出国深造、回国求职，如今在北

京一所高校从事行政工作。杨莉觉得这

十年国家实力越来越强了，“2013 年大

学毕业后，我选择出国继续读书，在出

国之前，我就决定学成之后回国。因为

我始终相信国外大都市能提供的就业条

件，国内的城市一样可以提供，甚至会

更好”。

现 居 南 京 的 90 后 张 云 海 觉 得 ， 国

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外交上，更体

现在国民的意识上。“像之前国外品牌

抄袭我国的传统艺术品，就有许多网友

要求该品牌下架抄袭的作品，并公开道

歉。还有一些涉及歧视、丑化中国人的

品牌，同样会遭到国人的坚决抵制，体

现出了我们的态度和底线”。张云海觉

得，这些都反映出了国人自立自强的意

识在增强，“腰杆儿更硬了，说话更有

底气了”。

调查显示，对于过去十年的发展变

化，69.1%的受访青年认为国家强起来

了让自己感触最深，61.9%的受访青年

觉得是中国人的腰杆更硬了，53.6%的

受访青年认为是天更蓝，山更青，水更

绿，生态更好，环境更美了。

还有 49.3%的受访青年认为这十年

升学与就业竞争更激烈了，46.3%的受

访青年觉得生活节奏更快了。

“现在的社会非常包容开放，给不

同年龄的人都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有

着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竞争压力，机遇

与竞争并存。”杨莉说，“所以对个人来

说，只能不断提升自己，始终保持学习

的状态，和社会保持同频前进，才能抓

住机遇，实现自我价值”。

这 十 年 令 受 访 青 年 感 触 较 深 的 还

有：网络购物更方便了（49.3%），人们的

钱包更鼓了（46.3%），交通出行更便利了

（44.2%），科技更发达了（43.6%），网络社

交平台和社交媒体兴起（36.7%），大城市

生活更累了（33.3%），美丽乡村越来越有

吸引力了（32.4%）等。

超九成受访青年表示国
家发展让自己有了更多平视
世界的底气

“之前听在欧美留学的朋友说，只

有去过别的国家，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

国。”在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读研究

生的刘宗毅觉得，国家给了在外留学的

学子一份自信与骄傲，这种自信来源于

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军事实力强大，还

有 14 亿人的万众一心，因而在面对任

何困难时都更有底气。

张云海所在的公司平时有不少海外

订单，他觉得现在国产品牌的口碑在世

界 上 越 来 越 好 了 。“ 中 国 作 为 世 界 工

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价格实惠，质

量同样有保证”。张云海觉得这种口碑

的转变，让他们在做外国订单时有了更

多信心。

调查显示，93.6%受访青年认为国

家这十年的发展进步让自己有了更多平

视 世 界 的 底 气 。 交 互 分 析 发 现 ，00 后

受访青年认同的比例更高，为 96.9%。

前段时间，国际古地理学会成立大

会在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召开，参会

的成员来自海内外几十个国家，中国石

油大学则是该学会的发起人。作为一名

石大学子，刘宗毅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和

自豪，“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各个

方面不断发展进步，中国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会越来越大，相信平视一代一定会

越来越多”。

中央团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

授陆士桢认为，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

强，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当

代青年看待事物、看待问题的视角出现

了转变，“这一代青年更加具有独立思

考 的 意 识 ， 拒 绝 迷 恋 权 威 ， 更 追 求 平

等，不会轻易仰视他人”。在迅猛发展

的信息时代，他们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去

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可以更自由、更

平等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与他人进行交

流，这也会进一步推动他们形成独立思

考的意识和能力。

“未来平视一代会越来越多，这一

代 人 的 平 视 不 仅 体 现 在 看 待 问 题 的 视

角，以及个人人生发展的选择，也会拓

展到其他方面，比如对国家发展、时事

政治、国际形势的认识，都会体现出平

视的特点。”陆士桢认为，“不仅某一代

青年会出现‘平视世界’的特征，未来

更多人都会表现出平视的意识，学会用

平等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去看待世界的

发展”。

非凡十年 受访青年感触最深的是国家强起来了
超九成受访青年确认国家发展让自己有了更多平视世界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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