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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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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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魏其濛 孙庆玲

在东南沿海的浙江，10.55 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一项工程持之以恒

地进行了 20 年。一代代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民靠着双手致富，也靠着双

手摸索出了美丽乡村的模样。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清楚浙江过

去的景象。改革开放后，浙江工业经济

高歌猛进，然而环境代价也同样巨大，

特别是在农村，问题尤为突出。一些到

过浙江考察的人士曾将其描述为“走了

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

一镇，镇镇像农村”。

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的顾益康曾

表示，2002 年时，浙江仅有 4000 个村

庄环境较好，剩余的 3万多个村庄环境

普遍较差。

这与今天的浙江截然不同——截至

2022年年底，浙江全省 90%以上的村庄

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创建美丽乡

村示范县 70个、示范乡镇 724个、风景

线 743条、特色精品村 2170个、美丽庭

院 300多万户。2019年，浙江成为全国

首个通过国家生态省验收的省份，农村

人居环境测评持续位居全国第一。

改变起初源于一项工程。2003年 6
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

和主持下，浙江在全省启动一项名为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 （以下
简称“千万工程”）。当时的目标是，

花 5年时间，从全省 4万个村庄中选择

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

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

康示范村。

如今，这一目标早已实现，但工程并

未停止。后来这项工程的内涵逐渐深化，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走向了“千村精

品、万村美丽”，再接着，又朝着“千村未

来、万村共富”的路径迭代升级。

“脱胎换骨”的村庄

金华义乌市的李祖村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都被称为“水牛角村”，意为“看

不到发展希望的穷村庄”，村口的小水

塘记录着一代代青壮年离去的故事。后

来，李祖村以“国际文化创客村”闻

名，成了周边村庄争相学习的对象，甚

至被称为浙江“千万工程”建设的美丽

乡村共富样板。

直至现在，村里的老人依旧说不清

是什么改变了李祖村，似乎一下子村里

就热闹了起来：不时有陌生面孔进村停

留、用餐。问及他们进村的原因，南来

北往的人大多只答一句“路过”。

更详细的原因记录在义乌的一份政

策规划中。2017年，义乌市委、市政府不

断深化实施“千万工程”，通过国企投资

开发、股份合作等形式，依托以德胜古

韵、望道信仰、画里南江等 10 条美丽乡

村精品线为基础的交通道路建设，带动

偏远村、沿线村共同发展。历经 4年的开

发建设，义乌全市范围内形成了总长超

280公里的精品大环线。

一座座原本散落在各处的村庄因

这条线串联了起来，李祖村就是其中

之一。 （下转2版）

“千万工程”把美好家园照进现实

浙江美美地走向共富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社会各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倍感振奋、备受

鼓舞。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

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文明

山西大同西郊武周山南麓，距今已有

1500 多年历史的云冈石窟坐落于此。每

年，都有无数游客来到这里，经受文化的

洗礼，感悟文明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中华文明具有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传承好发展好中

华文明注入了固本培元的思想力量。”云

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崔晓霞说。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杰出

代表，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缩

影。”崔晓霞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提升云冈石窟保护

水平，完善‘云冈学’研究体系，讲好云

冈文化的灿烂成就及其世界意义，把历史

文脉传承下去，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 （下转2版）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指明前进方向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林
洁）6月 5日，共青团广东省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

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

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省委副书

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出席会议。

阿东代表团中央对大会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充分肯定广东共青团 5年
来取得的优秀成绩，希望各级团组

织，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引领团员青年更加深化对“两

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

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立足“政治学

校”根本定位，为党抓好后继有人根

本大计；勇担“先锋力量”重要使

命，组织团员青年奋力投身中国式现

代化广东实践；发挥“桥梁纽带”积

极作用，实实在在服务南粤青年高质

量发展；锚定“先进组织”建设目

标，不断彰显广东共青团昂扬向上的

时代风貌。他强调，各级团干部要认

真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魂，学出政治忠

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精神，

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

清醒坚定，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际行动，组织

团员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与全省人

民一起团结奋斗、再立新功。

孟凡利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团员

青年和青少年工作者致以问候，向获

得表彰的代表们致以祝贺。他强调，党

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为广大青年事业发展和成长成才提供

了最重大的机遇和最广阔的舞台，全

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共青团员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思想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

伟大事业的开拓者，为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广东新的使命任务、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青春贡献。

一要听党话、跟党走，当好堪当时代重

任的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要务实功、求实效，当好中国式现代

化伟大事业的践行者；三要勇当先、走

在前，当好广东改革开放创新的生力

军；四要心连心、手拉手，当好服务广

大青年的贴心人；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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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充分依托党赋予的资

源和渠道，为青年提供实实

在在的帮助，让广大青年真

切感受到党的关爱就在身

边、关怀就在眼前。”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提

出的重要要求，更是新时代

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

遵循。5年来，各级共青团组

织聚焦服务青少年普遍性发

展权益，积极开展法律倡导

与实施、政策倡导与协调、代

表协商与表达、权益救济与

支持等工作，持续增强政策

倡导和社会倡导能力，努力

成为青少年信得过、靠得住、

离不开的贴心人。

促进青年发展，
纵深实施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

纲举而目张，执本而末

从。《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提议、亲自推动，

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青年

发展国家专项规划。5年来，

共青团以落实《规划》为统

揽，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

机制，国家“十三五”“十四

五”规划将青年发展规划纳

入其中，9 个省级、112 个市

级、627 个县级“十四五”规

划首次设立青年发展专节

（专章），全部省级、158个市

级、530 个县级编制本地区

青年发展专项规划，一大批

服务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

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

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急难愁

盼”的政策举措相继出台，青

年优先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和现实观照。

风好帆正悬，奋进正当时。2022年 4月，中央宣

传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青团中央等 17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

见》，这是纵深实施《规划》的最新探索。

刘炘橦初到河北保定找工作时，在青年驿站免

费住了 7天，他说：“在青年的‘专属驿站’里，我感觉

到了这个城市对青年的善意和温度。”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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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孩子们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格林农庄收获

小麦，感受劳动的快乐。

芒种节气来临前，湖州市仁北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格林农庄开展校园精细化特色课程——芒种田野实践

活动。孩子们在田野里收获小麦和插秧，感受收获与耕种的忙碌。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编导系教师授课的国风

流行舞、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的钢笔画入

门、从事陶艺事业 20 余年的老匠人的手工陶艺

课……今年春天，上海市民艺术夜校 （以下简
称“夜校”）的这些高品质课程都可以在“家门

口”找到，并以 500 元 12 节课的实惠价格“拿

下”，学员还能在微信联络群与师生沟通交流，

获取学习资源。

夜校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于 2016 年推出的

艺术公益培训项目，以延时开放、公益性收费模

式，在晚间为 18-55岁中青年提供文化艺术普及

课程，每年春秋两季招生。夜校开办至今，分校

和教学点、课程不断增加，目前已覆盖上海全部

16 个区。2022 年，夜校被市政府列入为民办实

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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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人

员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从实践

“社会大美育”概念出发，进一步开展走访研

究，联动全市更多文化艺术场馆将夜校课程提质

扩容。

如何策划出群众需要的艺术课程？夜校项目

总联络人杨玲芝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在调研中着

重了解年轻人的文化艺术需求，“舞蹈、音乐、

美术这三大类的需求度很高，往往课程一推出就

很快被报满”。

在她看来，年轻人白天坐办公室，希望有一个

可以活动身体的空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享受

晚间时光。“除了拓展兴趣，上班族还能学到一技

之长，在单位活动中展现自己。所以，我们会特意

设计一些容易速成的课程”。

今年春季，夜校春季班课程共设立一个总校、

23个分校和 99个教学点，共计 123个点位开设 301
门课程 （其中线上直播 30 门、云体验课程 20 门、

线下 248 门），课程内容覆盖传统文化、时尚文

化、非遗技艺、江南文化以及区域文化，参与授课

的有专业文艺剧团、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专业

机构以及一些地域文化品牌，招收学员约 1万人。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还面向有基础的学员开设提高班

课程，并针对外籍人士开设“江南点心班”。

从 2019 年至今，上海普陀区海贝尔幼儿园的

80 后教师叶敏参加了夜校的皮具制作、钩针、盘

扣、咖啡拉花等课程，不仅让她丰富了业余生活，

还收获了新技能。“我还将盘扣融入幼儿园教学，

自己做了一些头饰、小公仔等送给小朋友。前两

年，我拿自己做的作品到社区参加义卖，既有乐趣

又有成就感。”她边说边向记者展示自己做的各种

小饰品。 （下转2版）

上海市民夜校：

将美育课送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北京 6月 5日电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杜沂蒙）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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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期上线。

5月 18日至 19日，中国-中亚峰

会在陕西西安成功举行。会议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

京） 的中亚留学生复信，鼓励他们为

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本期“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

团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

大学 （北京） 中亚留学生的重要复信

精神”，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一起学习相

关内容。

截至目前，2023 年第 13 期参与学

习互动的人次为 48874344，总点击量

为 92479982。

“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2023年第14期上线

6 月 5 日 ，在江苏省淮安

市，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网

约车司机列队集合。

当日，淮安市高考“爱心送

考”志愿者服务活动启动，爱心

司机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送

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赵启瑞/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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