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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喀什大学 2021
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托合提古丽·

玉苏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宿舍只剩自

己一个人时，就打开《中国青年报》，把感

兴趣的文章从头到尾大声地朗读。

两年来，这个小习惯让 21岁的托合

提古丽·玉苏云轻松地应对普通话等级

考试。她每天抽出 15 分钟时间读报，放

下了手机，开始关注时事热点新闻，写作

能力也提高不少。

在报纸上，托合提古丽·玉苏云阅读

过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女孩其曼古力远赴

江苏无锡求学，找寻到人生方向的故事。

她说：“我从小在喀什地区英吉沙县长

大，最大的梦想是走出喀什，我对新疆以

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从《中国青年报》

里，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新疆大学新闻专业大一学生亚夏

尔·牙库甫江和《中国青年报》的缘分

始于高一。

“当时我加入了伊宁县第二中学的

校园广播站，有一个固定栏目是播读

《中国青年报》，每天我会收到最新一期

的报纸，认真阅读后通过广播把好故事

分享给同学，这个经历让我坚定地选择

了新闻专业。”亚夏尔·牙库甫江说，

“ 《中国青年报》 像一个导师影响着

我，在新疆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写作课程时，我们会拿报上的文章去分

析讲解时事新闻，培养正确的新闻判断

能力。”

创刊于 1951年的《中国青年报》，以

“服务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为办报

宗旨，陪伴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成

长成才。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

区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听师生讲述在《中

国青年报》陪伴下的成长故事。

数字时代，还需要读报纸吗

大学生董芳妤、阿丽米热、周晓敏、李

淑洋和阿克玛拉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她

们都是热爱写作的文学青年，桌上摆着几

份当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

《“鸡娃”十年，我们后悔了》的大标题异常

醒目。

6 月 14 日下午 5 点，在新疆大学第

二课堂活动中心，学生们正在开展一场

小型读报分享会。

“我们都经历过被‘鸡娃’，现在很多

中小学生压力很大，但是就像“鸡娃”十

年的主人公一样，比起一味地为学习成

绩提分，更珍贵的是找到自己热爱的东

西。”结合成长经历，新疆大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大一学生董芳妤分享感受。

“看到感兴趣、有共鸣的文章，会不

自觉地想要讨论分享。”董芳妤说，“我们

00 后生活在时刻求新求变的快节奏时

代，《中国青年报》正在努力寻找与青年

的契合点。”

“数字时代，还需要读报纸吗？”新疆

大学公共管理专业 2022 级硕士秦文远

曾发出疑问，在阅读中，他对纸媒的认识

不断地转变。

“中学时，为了提高学习成绩，我看

过大量学习辅导类报刊，那时我对报纸

带有一种复杂的抵触心理，进入新疆大

学，《中国青年报》走进了学生宿舍，一开

始，我为了打发时间而读，后来看到了大

量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后，就养成了读报

的习惯。”秦文远说。

“打开手机，我看到的大多是碎片化

信息，报纸能让我们真正地低下头、静下

心，认真地去体会、去品读上面的内容。”

新疆大学哈萨克语专业学生高慧说。

“ 《中国青年报》是最贴近青年的

报纸，在青少年价值观懵懂的阶段，需

要一份有思想、内容活泼的报纸的滋

养，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

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团委副

书记杨雯说。

作为新疆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

生，李佩羽将毕业论文的主题设定为《中

国青年报抗疫新闻报道话语分析》，她选

取了新冠疫情 3年的《中国青年报》抗疫新

闻报道为研究对象，为媒体如何引领青年

发挥作用提供新思考。

随着研究的深入，李佩羽发现，《中国

青年报》议题多元、信息全面，从政治、医

疗、民生、经济等多角度切入，为青年读者

提供了丰富全面的疫情图景。

同时，作为全国青年主流媒体，《中国

青年报》将报道主体聚焦青年群体，讲述了

很多 90 后、00 后的战疫故事，如坚持在基

层战“疫”的 90后全科医生李想、体验 50多
天多角色穿越的 90后团干部胡继成等，运

用青春故事和精神开展“朋辈”式的思想教

育，使读者和先进青年产生共识，用故事化

叙事、朴实文风和平实语言讲述抗疫新闻

故事，激发青年读者的同感和共鸣，引领青

年积极主动效仿并付诸行动。

“《中国青年报》在不断地创新话语表

达，拉近与青年的距离，传递事实和真相、

科学和理性、情感和温度。”李佩羽说。

在《中国青年报》里，青年读什么

《与子同袍》是喀什地区第二中学高二

学生苏麦耶·阿卜杜赛麦提近期阅读的一

篇冰点报道，讲述了一群“无障碍服装”设

计师为实现残障人士的穿衣需求而付出的

艰苦努力。

“在我的刻板印象中，残疾人身着臃

肿、出行不便，那篇文章使我认识到，我没

有真正关注过他们，不知道他们身上也会

散发出强烈的生命力，我很庆幸在步调特

别快的时代有媒体去关注他们的穿衣需

求。”苏麦耶·阿卜杜赛麦提说。

“我们都是普通人，《中国青年报》善于

从普通人身上找寻温暖和力量，这给予了

我向上的能量。”苏麦耶·阿卜杜赛麦提喜

欢写作，她说，“在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时，

《冰点周刊》总能带给我最温暖、最感人的

人物故事表达。”

“一个男孩穿着华服走在大街上，会

不会收到异样的眼光？”高二年级学生刘

涛是一位华服爱好者，心存疑虑的他看

到 《透过服饰沉浸式感悟历史文化 近八

成受访大学生喜欢华服》 的报道后，在

文章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他放下了内

心的担忧。

在《中国青年报》众多的版面和栏目设

置中，喀什大学广告学大三学生杨冠奎偏

爱全天候可视化栏目“温暖的 BaoBao”。他
说：“这是《中国青年报》报可视化改革迈出

的一大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移动

端、PC 端还是报纸端，最温暖的终端是人

心，创刊 72年的《中国青年报》报始终向青

年张开最温暖的抱抱。”

高中生祖力凯尔·艾克拜尔热爱科技报

道，“5月 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射，这个报道让我内心感到激动和自

豪”。他告诉记者，从后续报道中又看到了

更多航天人的细节故事。每当从报纸上看

到国家的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他都会心

潮澎湃。

“我喜欢中青视线版，它的选题和报道

离我们的社会生活很近，我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是，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走入社会

以后我会参加什么工作，这个版面展示了

真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喀什二中高二学生

王乙崎说。

“《了不起的青春小店》这篇文章为我

解答了一个困惑，那就是如果我没有考好，

找不到一个家长认为的好工作，开一个小

店，找一份属于个人爱好的工作，都是一种

好的人生选择。”王乙崎说。

一篇《“她力量”绽放在科研征途上》

引起了高中女生邓心悦的关注，“女性科

学家坚韧、宽容，她们在科学领域不断求

索、非常出色，带给我一种与众不同的女

性力量。”

邓心悦说：“学无止境，《中国青年

报》报道的每日大事和国内外新闻恰到

好处地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缺，它既有理

性的时事政治，也有感性的人文风情；它

既传授给我知识，也滋养了我的情感，在

畅游知识的海洋的同时充盈我的精神世

界，让我成为一个更具有同理心、更有力

量的人。”

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将报纸内容“为我

所用”成为他们坚持阅读的理由。

准备参加艺考的刘涛正在做“即兴评

述”的练习，报纸里有强国梦想、传统文化、

青年力量，故事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可以

作为评述的专题模块；一年以后即将高考

的祖力凯尔·艾克拜尔希望从报纸上看到

更多细节丰富的科技报道，将《中国青年

报》的文章转化成作文素材……

影响一代代青年成长成才

新疆职业大学焙烤专业学生阿伊谢·

马木提有一个读报记录本，上面记录着每

次参加党团活动的摘抄和分享。

在新疆职业大学，每一层学生宿舍楼

都有一个党团活动室。从今年 3月开始，共

青团新疆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各宿舍楼以

楼层为单位，将每周一、周二、周四晚上 8
点到 9点固定为《中国青年报》阅读学习活

动时间。

“学校的教育对学生成长至关重要，

《中国青年报》关注青年的生存状态，影响

着一代代青年成长成才。”新疆职业大学党

委副书记罗华说。

罗华表示，“为了提升学生对时政新闻

的关注度、敏锐度，带动学生主动关注国家

与社会的热点问题，校团委组织了《中国青

年报》摄影大赛、折纸大赛，通过读报用报，

让学生融在一起、玩在一起。”

这场报纸摄影比赛吸引了 400 多名

学生参赛。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的向胜

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拍出一副有灵魂的

作品。

向胜选取了一份头条为《我们的青春，

绽放在田野与乡间》的《中国青年报》进行

拍摄，寓意为“当代青年总会发光发热”。

拍摄时，学前教育专业女生艾丽菲热·

西尔艾力想到了巴黎时装周的模特，她和

舍友阿迪兰·买买托合提用旧报纸制作了

项链、带有流苏的连衣裙和蝴蝶结头饰，在

《中国青年报》背板的衬托下，富有青春时

尚的视觉冲击力。

在喀什大学，有一面“邂逅《中国青年

报》”的宣传版，写着学生与《中国青年报》

的成长故事。

“一份报纸对学生的影响需要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喀什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

朱军说，《中国青年报》是学校大思政教育

的重要载体，在读报用报的过程中实现学

生思想引领，每到学生宿舍，都会问学生

“今天的头版头条是什么？”

在喀什技师学院，学生生源主要为喀

什地区 13 个县、市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学

生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团委书记乃菲赛·

乃比说，“阅读《中国青年报》可以提升学生

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读报是一种很

好的语言训练方式，通过大声地朗读新闻，

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

“《中国青年报》是学生了解外部世

界的窗口，是青少年的成长伙伴，通过关

注社会热点和国家政策，可以更好地了

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乃菲赛·乃比说。

是一束光，也是长久的陪伴

传递报纸的同时传递报纸的同时，，
也把微笑送给其他同学也把微笑送给其他同学

每天清晨，看到摆放整齐的报纸，
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愉悦。毫不夸张地
说，走进校园的《中国青年报》已经成
为我和同学们日常获取新闻和各类知识
的重要来源。翻阅报纸，我们不仅能看
到翔实的新闻报道、鲜活的观点评论，
而且每天清晨朗读报纸也让我的普通话
得到提升。

我和《中国青年报》的感情还不止
于此。大一时，我成为《中国青年报》
的发报员，传递报纸的同时，也把微笑
送给其他同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
了团队合作、时间管理，也增强了我面

对困难的信心。在发报员勤工俭学的岗
位上，我通过劳动，减轻了家庭压力，
也感受到成长带来的喜悦。

我观察到，很多同学通过读报拓宽
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在快速发展的信
息时代，读报依然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
事情。读报与分享的同时，同学们也拓
宽了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未来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感谢《中国青年报》给我们带来帮
助和启示，感谢你们陪伴我们成长。

新疆大学 阿不都热甫哈提·肉斯旦

读读《《短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
需要需要““根系阅读根系阅读””》》有感有感

像沙漠里渴了很久的骆驼遇到了水

源一样，看到《中国青年报》这篇《短
视频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根系阅
读”》时，我疑惑了很久的问题似乎得
到了解答。

记得初中时，学校一周安排一次
写作作业都觉得少，脑子里有写不完
的想法，关于诚信的，助人为乐的，
关于生命的，关于友情亲情甚至是一
些大的社会问题。虽然那时自己的知
识撑不起我脑海里的波涛汹涌，但是
浪花从不断。

初中毕业，我拥有了第一部手机，
花式的聊天 软 件 、 追 剧 App、 短 视
频，闯入我尚未成熟的眼界。电视一
个月才能播完的剧，我能在两天内看
完；原本和好朋友聊不完的话，渐渐
被表情包替代；把惬意的午休时光，
花在几个小时的视频里；读一本纸质

书觉得麻烦费时，手机阅读多好，几分
钟就了解名著……

大数据时代，碎片化的信息不断侵
蚀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口嗨、现
实社恐、在热点新闻里冲浪但过几天
就忘掉的似鱼的记忆，图书馆里越来
越少的人影，嘴巴跟不上脑子想法的
无奈。好像都是因为缺乏“根系阅
读”，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缺个根去吸
取精华滋养内心。

高中，在老师的监督下，没完全
失去根系系统，同样可以金句滔滔不
绝 ， 但 大 学 放 纵 的 生 活 放 纵 了 内
心，没去思考过为什么几小时写不
出一篇论文，论述题绞尽脑汁也表
达不出观点。青年不应该把刷公众
号、视频获得的零碎知识作为自己的
知识系统，应该读原著、名著，培养

根，拥有像大海一般深奥深邃的知
识架构。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阿依谢
木古丽·热合买提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总有一份温情总有一份温情

《中国青年报》是我大学学习生活
的一份温情，几年间它的陪伴始终如
一。每天，我都期待着那张报纸如期出
现在宿舍门口，给我带来一天的新闻和
思考。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非常注重知识
的获取和信息的更新。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莫过于报纸上刊登的感人事迹和激励
人心的故事，《中国青年报》让我感受
到了它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社会进步

的推动。我认为一份报纸可以承载很多
内容，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
涵，一个国家的治理根基，一群人的初
心使命，而我从这份报纸中读到了一份
文化的坚韧。

《中国青年报》是我学习和生活中
的良师益友。它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各
种丰富的信息和知识，让我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观和社会观，为我们提供了职业
规划发展建议，让我们能够科学地规划
未来。这样一份普通的报纸，让我感受
到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同时，它又不普
通，它让我感受到了年轻人对于社会的
贡献和价值，让我了解到了社会责任和
担当的重要性。

伊犁师范大学 李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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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年轻人为何还读报

本版图片均为新疆职业大学团委今年开展的

“融情入报 寓景于报 我爱读报”《中国青年报》手

机摄影大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