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电话中继线：010-64098000 发行：010-64098482 广告：010-64098258 彩信、短信特服号：移动：335523 联通：935523 中国青年网：www.youth.cn 中青在线：www.cyol.com

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出版

服务青年成长 推动社会进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农历癸卯年三月二十

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第17302期 今日12版

今 日 看 点

·广告·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璐璐）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激励军地广大青年奋进新征

程、担当新使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 5 月 5
日联合在京举行“青春向党勇担当、奋进强军新征程”军

地青年典型走基层首场分享交流会。

下午 3点 30分，首场分享交流会在武警部队某部礼堂开

始。参加走基层活动的 16名军地青年典型集体登台，他们中

既有扎根高原的戍边英雄，也有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既有

逐梦蓝天的试飞先锋，也有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既有铸

魂育人的思政教师，也有勇毅逆行的消防卫士……他们都是

从一线走出来、实践干出来、奋斗拼出来的杰出青年代表。

随后，6 名军地青年典型代表分享了自己的青春奋斗

故事和成长成才历程，并与官兵现场互动交流。陆军某部

连长刘威怀揣强军梦想、扎根西部高原，从战士到排长、

从排长到连长，以军人的担当、战斗的姿态，一路拼搏、一

路成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东新区阳和消防救援

站站长何博参加工作 18年，始终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在

一次执行任务时身体烧伤面积达 60%……真实的经历、朴

实的话语、深情的讲述，让官兵们深有感触，不时报以热

烈掌声。

5月 6日至 13日，军地青年典型将分为两组，到驻黑龙

江、四川的部分部队和地方高校，通过事迹分享、互动交流、

观摩学习、实践体验等形式，与青年官兵和高校学子共话强

国强军使命，激发创先争优的青春热情。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有关领导参加首场

分享交流会。

军 地 青 年 典 型 走 基 层
首场分享交流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8 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第

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

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

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华侨华人致

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会见。

上午 10时 30分，习近平等来到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长

时间的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

们挥手致意，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

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参加会见并在

当天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他指出，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

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

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希望

广大海外侨胞携手同心、勇毅前

行，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中

外友好，积极促进全球发展与合

作共赢，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文

明互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谱

写新篇章。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

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及负责人联

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

“融通中外 推动共筑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来自 1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

人参加大会。

王毅、蒋作君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王沪宁蔡奇参加会见

5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日
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于 5月 18日至 19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将应邀与会。

习近平将主持中国-中亚峰会

本报北京5月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杜沂蒙）
5月 8日，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联合推出的“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2023年第 10期
上线。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期间勉励

广大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本期“青年大学习”网上主

题团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

放青春之花”，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一起学习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2023年第 9期参与学习互动的人数为

52680779人，总点击量为 94784050次。

“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2023年第10期上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深刻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要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把各方面优

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报告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深刻

阐释了党的人才事业的战略重要性与时

代紧迫性，重点擘画了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建设人才强国的实

践蓝图。回望新时代 10 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深入推进人才

强国战略，高瞻远瞩谋划人才事业布局，

我国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青年人才是党的人才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深入推进新时代青年人才工作对

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

有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2022年 6月，《共青团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

培养工作的行动计划》正式印发，构建了

以青年政治人才培养为核心，统筹加强青

年科技人才、青年技能人才、青年经营管

理人才、乡村振兴青年人才、青年公益人

才培养的“1+5”工作格局，这标志着未来

一段时期，共青团紧密围绕党的人才工作

大局，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广泛

凝聚培养青年人才，做好党的青年人才工

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指南。

《计划》发布以来，团中央紧紧抓住

35周岁以下青年人才培养、凝聚、举荐等

关键环节，扎实推动各专项计划落实落

地，深化推进各项目育人成果的转化：本

级制定各类人才相关政策文件和工作指

引 17份，推动建设骨干人才库 14个，直

接联系青年人才 7000余人，创新打造“青

马学员说”“青科讲堂”“青耘中国”“青年

发展说”“青社学堂”“伙伴讲堂”等一系

列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品牌。各省充分考

虑地区青年现实情况和实际需求，对照

《计划》认真研究并统筹做好省内“1+5”
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一批生动实践。山

西、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湖南、

四川、甘肃等 9个省份已结合本地区实际

出台了《计划》的落实方案，广西、海南、

重庆等省份正就省级方案征求省内相关

部门意见；辽宁、安徽、湖南、重庆、四川等

5个省份建立了省内青年人才库，推动人

才培养发展有迹可循；21个省级团委纳入

了省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突出政治引领，为青年成长筑牢

理想信念之基。2021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

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做好人才工作

的根本保证。”突出政治引领，是做好青年

人才工作的“魂”。青年政治人才工作始终

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对各类青年人

才的政治引领，把为党培养青年政治人才

放在首位，培育并磨炼各类青年人才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充分彰显共青团的政

治属性与组织功能。一是坚持党、团、队一

体化建设，截至 2022年，青年人才工作扎

实推进推优入团，推优率首次超过 90%，

严控团员发展指标，团青比降至 33%，强

化团员教育，推动 317万基层团组织和超

过 95%的团支部完成每年 4次以上的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二是深入推进新时代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在中组部、

中宣部、教育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

务院国资委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不

断夯实“432”培养体系，逐步健全培养格

局，着力推进提质扩面，改革创新工作机

制，全面提升为党育人成效，2022年全国

和省级班次全部开班，314个地市、2475
个县 （市、区）、2326所高校和 98家中

央企业 （以及超过 90%的央企二级单

位） 全部开设青马班，全年累计培养学

员 74.2万人，青年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

格局不断完善。 （下转2版）

凝 聚 青 年 人 才 夯 实 强 国 之 基
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这几天，一批漂洋过海的进口冷

冻猪肘刚刚运抵天津港，就“体验”了

一把“闪电”通关。

码头上的吊臂稳稳“抓”住装满冻

品的集装箱，准确无误地放入等候在

一旁的无人卡车。卡车开动，依次通过

机检设备，海关“千里眼”——智能审

图系统随即启动，扫描货物图像并开

始自动分析。仅 3秒钟，智能审图即判

断“未见异常”，经人工再次确认后，货

物放行。

长长的运输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

被耽搁，都会直接影响产品品质，这对冷

链行业而言至关重要。申报这批冻品的

金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洪亮

曾多次对来企业调研的海关工作人员谈

起冻品行业最关心的事，就是“想尽一切

办法让冻品保鲜”。收到货物放行信息

后，他放下心来：“速度更快了！”

天津口岸是我国冻品进口第一大口

岸，这里的通关效率在全国口岸领先。

“我们不仅要监管，更要便利通

关、提供服务，这是优化营商环境很重

要的环节。”天津海关所属北塘海关关

员多年与冷链行业打交道，一直在想

各种办法，借助多种科技手段，不断提

高通关效率。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青年关

员学思想、重践行，在此前长期调研的基

础上，更频繁深入辖区企业，一对一大走

访、大调研，聚焦问题导向，与行业从业

者一同探讨发展难题的破解之道。

“今年天津海关提出，要将冻品通

关时长再压缩。”北塘海关关长张滨从

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就是位于渤海湾的

中心渔港。中心渔港是天津市首个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拥有京津冀最大的

冷链仓储群。这个“城市大冰箱”的运转

情况，直接影响着三北（东北、华北、西

北）地区市民餐桌上菜品的鲜美程度。

站在紧邻海岸线的地方，北塘海关

的关员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国进出口

市场的冷暖。那些不断变化的进出口报

关货品数据是中国外贸最精准的“晴雨

表”，里面有全球贸易的风云变幻，也事

关中国成千上万个进出口企业的发展

壮大。

与普通货物不同，冷链产品全过程

需要保持低温，冻品到港后如果不能马

上提货，就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天津海关在全

国首创“船边直提”模式，货物可直接从

船边卸货装车，从码头到天津中心渔港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冷库仅用时 1.5
小时。就在货物抵达冷库的同时，海关已

完成合格评定并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证明》，货品可以直接上市销售了。

“我们公司进口的冻品直接从船边

卸货装车，货物到港当天就可以送达北

京、河北的冷库，物流更快了，成本也降

下来了。”中农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经理董乾说，企业进口的冻

肉、海鲜、乳制品等冻品主要辐射京津冀

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得益于海关的

便利化措施，“我们的货物通过京津冀

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可以第一时间送达

客户”。

北塘海关青年李亚静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她负责海运集装箱的机

检审像工作。在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

头”——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

码头，将最新型集装箱检查设备与自

动化码头自动引导车合二为一，就是

李亚静和同事的创新成果。他们优化

机检双人审像机制，利用智能审图替

代 1名审像关员，人机协同作业，无须

停留即可自动扫描生成图像，实现海

关监管对物流“零干扰”。“目前人工智

能审图已基本达到具有 2-3年审像经

验关员的图像分析水平了”。

（下转2版）

海关装上智能“千里眼”进口冰鲜“闪电”通关

货物“船边直提”百姓尝鲜提速

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主动延期毕业

详见3版详见3版

除了推出大模型，AI发展还应做什么
详见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