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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陈凤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有关

决策部署，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

优良传统，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救大

灾，共青团中央近日印发通知，对组织动员

广大团员青年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各级团组织要把防汛救灾作

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

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成效的一项重要检验，深刻把握“共青

团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的重要要求，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强化担当，清醒认

识当前防汛救灾的严峻复杂形势，在当地

党委领导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工作，坚决打赢这场硬仗。要切实做好组

织准备和工作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精神状态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指挥下有序参与工

作。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积极履职、发挥

作用，加强应急值守、及时请示报告，组

织动员基层团组织、团干部和团员在防汛

救灾第一线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贡

献青春力量。在灾情严重的地区，各级团

的领导机关要主动向所在地防汛救灾指挥

部门报到，按照统一部署，靠前指挥、深

入一线，到灾情严重、抢险困难、群众需

要的地方，组织力量、提供支持。尚未发

生灾情的地区，要建立完善团员青年应急

动员机制，做好力量储备和预案演练，确

保关键时刻能拉出队伍、冲锋在前。

（下转2版）

共青团中央向全团发出号召

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杜沂
蒙）7月 13日，团十九届中央书记处围

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部署，思考新

时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着力方向”主

题，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次学习，

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跟进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举措。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阿东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

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内涵

丰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思想的最新成果。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团的重大政

治任务，是各级团的机关深化推进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广大团员青年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要融入党

和国家中心大局全面学习，把学习

重要讲话精神同跟进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治国理政各方面工作的重

要指示要求相结合，系统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要立足党的青年工作领域深入体

悟，把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思想相统一，准确把握长期一贯

的原则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之间的内

在逻辑。要结合团十九大部署安排

扎实调研，把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同学

习党中央致词精神、落实团十九大工

作部署相贯通，通过走进基层调研、面

向青年问计，着力分析形势任务、解决

矛盾问题，制定形成贯彻落实的扎实

举措和相关重要决定。

会议强调，全团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立

足党赋予的“政治学校”这一根本定

位，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通过纵

深推进团的改革、全面从严管团治

团，着力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政治

能力，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善于思考关系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

问题，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

问题，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

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

把握政治逻辑，做到对重大问题有主

见、有定力。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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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杜沂蒙
通讯员张海鑫）近日，“青春心向党 奋进

新征程”示范宣讲培训班在中央团校举

办。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作开班

报告，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

辅导解读。各省级团委宣传部负责同志，

部分团十九大代表、团中央“青年讲师

团”成员、高校团委书记、高校青年讲

师团负责人共 123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聚焦面向广大团员青年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党中央致词精神、团十九大部署，

围绕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

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关怀，讲清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实践

要求，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少年和

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成就和根本原因，讲

清楚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方位和

历史使命，讲清楚新时代青年成长的难

得际遇和光明前景，讲清楚共青团改革

发展的时代要求等具体内容，进行了集

体备课和集中研讨，形成了“标准课件

包”，为如何运用青年化思维逻辑和语言

体系，将中央精神和大会情况全面、准

确、鲜活地带到基层作出了示范。

以此次培训班为标志，团中央全面

启动基层巡回宣讲，逐级示范带动各级

青年宣讲力量深入一线，针对不同行业领

域和年龄的青年，开展面对面宣讲和互动

交流，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全面推动

团十九大各项部署在基层广泛知晓、深入

落实，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挺膺担当。

7月 15日，在山东青岛中铁建工上合大厦项目部“小候鸟”驿站，

小朋友在爱心暑托班科技探索课上参与“空气大象”实验。

近日，青岛市 2023年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爱心暑托班陆续

开班。全市156个工程项目的1000余名“小候鸟”暑期与父母团聚的

同时，在各暑托班参加趣味英语、科技探索、音乐舞蹈等课程，以及系

列户外拓展和研学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团中央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示范宣讲培训班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川）
7月 14日下午，2023年全国大学生“三

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周系列

活动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团中央书

记处第一书记阿东、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邱勇出席活动并讲话，中国农业银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旭光以及中央

宣传部、教育部、《旗帜》杂志社等单位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北京高校优秀社

会实践团队师生代表、部分地方团委

代表、社会实践专项活动组织单位代

表等参加活动。

阿东同志指出，近年来共青团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优

势，持续深化“三下乡”品牌，成功探索

“返家乡”项目，组织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取得良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他

勉励同学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期许，通过走近社会、躬身实践，不断

夯实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激发

勇担时代重任的历史主动、增强发扬

斗争精神的内在自觉、厚植保持奋斗

激情的力量源泉，用青春的激情奏响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时代强音，用

青春的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铮铮誓言。

活动现场，邱勇同志介绍了清华

大学开展学生社会实践的历史脉络和

经验做法，鼓励同学们在扎实的社会

实践中，树立起对人民的感情、对社

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肩负历史

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胡盛宣读了在 2022 年度“返家

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到表扬的单位

和个人名单，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负责

同志发布了 2023年“三下乡”社会实

践乡村振兴“笃行计划”专项行动，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团绍

兴市越城区委、首都医科大学、清华

大学的典型代表分享了精彩实践故

事，北京高校学生代表向全国大学生

发出踊跃投身新时代火热社会实践的

青春倡议，全体师生在齐声高唱 《我

和我的祖国》中授旗出征。

活动专设首都新时代大学生社会

实践成果交流展，通过实物实景展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高校学生在理论

宣讲、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民族团结

等领域开展社会实践的优秀成果，吸

引众多师生驻足观看、观摩学习。

据悉，2023 年全国大学生“三下

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聚焦组织学生在实践中深

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力求在影响力、覆盖面和

育人成效方面取得更多实打实的工作成果。继北京站

之后，后续还将在内蒙古、甘肃、云南等多个省份接

力举办社会实践启动周地方站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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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2023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

启动周系列活动在北京清华大学拉开帷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胡世鹏

7月，夏日午后的汕尾马宫港海

域蔚蓝而宁静。禁渔期的渔船并排停

靠在岸边，随海浪缓缓起伏。广阔的

海面上，标有“中国海警”字样的海

警执法船疾驰而过，迎风破浪，守护

着这片海域的安宁。

3 个多月前，就是在这片海域，

广东汕尾海警局执法员汪晓龙执行海

上缉私任务，在与犯罪分子顽强搏斗

时壮烈牺牲。27 岁的汪晓龙被中国

海警局追授一等功，被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在沿海地区，海警堪称辽阔水域

上的“守海人”。拥有众多深水良港码

头的广东热点敏感区域广阔，部分水

域海上违法犯罪活动高发，走私、偷渡

等情况时有发生。海警执法员的职责，

便是维权执法，守护海疆一线。

林清平与汪晓龙同为战斗小组成

员，共同执行了此次缉私任务。3月
23 日那天，他深夜接到线报，称马

宫港海域凌晨会有走私船活动。领受

任务出发前，林清平原本以为那只是

一次普通的侦查任务。

考虑到任务在凌晨进行，海面上情

况不明，林清平特意挑选了体能素质过

硬的汪晓龙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与另外

两名成员一同前往。海面上细雨蒙蒙，

烟雾笼罩，四人战斗小组趴伏在侦查船

上，悄悄向目标海域靠近，隐蔽侦查。

“有情况！”凌晨 3点多，一艘超马

力改装摩托艇出现在汪晓龙的夜视仪

里。随后，一艘接驳船靠近了摩托艇。

他们立即上报情况，请求增援，随即乘

着海浪无声向目标驶去。

随着距离一点点靠近，很快他们发

现两艘船已快要完成过驳，随时可能逃

离。而拥有“大飞”之称的超马力改装摩

托艇马力巨大，一旦逃离将无法追上。为

了不让嫌疑船脱逃，带队的林清平当机

立断，向上级申请立即行动，先行控制。

“听到要行动后，晓龙斗志昂扬，特

别兴奋。”林清平事后回忆，当时汪晓龙

还特意来询问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简单

的部署过后，他们准备行动。趁着一个浪

头涌起，两船接近，林清平打开手电，大

声喊着亮明身份。汪晓龙则和其他两名

队员一起跳帮，纵身一跃至摩托艇上。

一瞬间，海面上呼声四起，两艘嫌

疑船上乱成一团。惊慌失措的嫌疑人四

处逃窜，汪晓龙大喊着“我们是中国海

警，别动”，迅速向前舱扑去。

“晓龙特别英勇，一直大声地用语

言控制嫌疑人，但有人暴力抗法，拒不

配合。”林清平说，在当时仅有的手电

筒照亮的视线里，他看到位于船舷的汪

晓龙与嫌疑人搏斗，便想要冲上前去支

援。然而一片混乱中，他忽然听到发动

机螺旋桨拍打海面的声音。慌乱的走私

分子强行启动“大飞”和过驳舢板船疯

狂逃窜，捆绑在两船之间连接固定的缆

绳瞬间崩断。

船身剧烈摇晃，刚刚跳上船还未站

稳的林清平只听见船头方向有人“啊”

地大叫了一声，一个身影坠入海中。紧

接着，林清平自己也被甩了下去。后来

林清平推测，那应该是汪晓龙被甩下船

时，撞到另一艘嫌疑船后发出的声音。

事实上，据广东海警局刑事侦查科

科长张梁介绍，后期经过深入调查，他

们发现当时海面上的情况远比林清平等

人所见危险得多。在同一时间，附近水

域至少还有 4艘嫌疑船负责为这次走私

活动“望风盯梢”。但当时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 （下转2版）

再 见 ，守 海 人
——追记广东汕尾海警局执法员汪晓龙烈士

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平 刘 毅 王 浩

盛夏时节，万物荣华，大美中国，

江山如画。

云南洱海碧波万顷，不远处苍山

青翠。8年前洱海湖畔，习近平总书记

留下“立此存照”的约定，殷殷嘱咐：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

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

永驻人间。”

系统治理生态环境，全流域加强保

护修复，如今苍山洱海风光更加绮丽。

陕西秦岭群山巍峨，清泉映碧翠，

一脉承古今。3年前秦岭深处，习近平

总书记迎着清冽山风举目远眺，语重

心长：“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

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

孙后代去做。”

牢记嘱托，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秦

岭陕西段生态状况评价为“优”“优良”等

级面积已首次超过 99%。

山一程，水一程，情系“国之大者”。

从东南沿海到黄土高坡，从东北平原到

青藏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走到哪里，就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讲到哪里，对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倾

注巨大心血。

2018 年 5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系统阐释人与自然、保护与发

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关系，标

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

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新时代十

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

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阔步新征程，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话语激荡人心：“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神州大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

入人心，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根基，

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

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思想领航——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思想是历史的航标。

大河奔涌，九曲连环。今年 4月 1日，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为保护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黄河保护治理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5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运

城市考察时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的事，坚决不能做。”

对黄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

心。在三江源头，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

塔”；在甘肃，提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感

慨“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

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新思想引领新实践。最新遥感调查

评估发现，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显著增

加，上游植被覆盖“绿线”比 20年前西移

约 300公里。黄河干流去年首次全线达到

Ⅱ类水质，实现连续 23年不断流，流域各

地迈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江河之兴，见证思想光芒。回望来

路，更能读懂大党大国领袖的历史担当。

几十年时间，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也积累了

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走进新时代，我们需

要什么样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厚重书写“绿色答卷”。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将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

党章。 （下转7版）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