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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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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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23 年 8 月 15 日，是首个全国

生态日。

18 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

作期间， 2005 年 8 月 15 日考察湖州

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这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为了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足迹遍及神州大

地：在重庆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在山东强调扎实推进黄河大

保护，确保黄河安澜；在贵州察看乌江

生态环境和水质情况；在漓江之上关切

桂林山水保护；在雪域高原叮嘱切实保

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场

深刻的绿色变革，为美丽中国建设，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夯基垒台、指明方向。

（一）绿色之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远山如黛、流水潺潺、竹林摇曳……

漫步在浙江安吉余村村，深浅不一的绿

意在眼前渐次铺展。

“今年生意特别好。”春林山庄的主

人潘春林边招呼客人边高兴地说，“从

靠山吃山，到富山养山，我们真正体会

到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幸福靠山。”

20 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

余村村的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

“酱油汤”。痛定思痛，村民们决定换种

活法，相继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摸索如

何不破坏环境也能过上好日子。

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到余村村考察，得知余村村的做法

后评价这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明确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靠着良好生态环境，余村村

的农家乐生意红火，乡村旅游风生水

起，竹林碳汇让村里实现了“靠着空气

能卖钱”。余村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岁月如梭。2020年 3月，一个春雨绵

绵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重访余村村，看

到村里的变化后欣慰地说：“余村现在取

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

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一个小山村如同一扇窗，映射出习近

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

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

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工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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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坚定走上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岷江

和金沙江在此交汇，长江始称“长江”。远

山叠翠，江水滔滔，岸边“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2022年 6月 8日，三江汇流处，习

近平总书记驻足眺望，听取情况介绍。

当地负责同志汇报：宜宾市也曾面

临“化工围江、污染绕城”问题。近

年来，通过清退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关闭造纸小作坊、关停江边挖沙场、

减少污水排放等措施，持续改善岸线

生态环境。 （下转2版）

书 写 美 丽 中 国 新 画 卷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通讯员 李 亮 黄 翊

互联网上流传着不少展

示部队驾驶员酷炫技术的视

频，这些军营“老司机”驾

驶教练车演练蝶形倒车、8
字弯、公路掉头、涉水路驾

驶等课目，风驰电掣般的速

度、毫厘不差的掌控，令人

热血沸腾。

但在联勤保障部队某

汽车团班长向跃东看来，

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仅仅

是汽车兵训练内容的一部

分。“上车能驾驶、下车能维

修、遇敌能战斗，才称得上是

一个真正优秀的‘铁骑尖

兵’。”这名年轻的“红旗车驾

驶员”说。

向跃东驾驶的重装运输

车操控难度远大于普装运输

车，他不到 1个月就掌握了

很多人要学习半年的重装驾

驶技术。重装运输连三级军

士长杨昭感慨：“向跃东是

我教过的人中，学得最快的

一个。”

遇到险情时，是真正考

验司机驾驶技术的时候。一

次长距离运输保障演练中，

车队在经过一段蜿蜒山路

时，突遇山体塌方，大大

小 小 的 落 石 不 停 滚 落 下

来，场面一度十分骇人。

向跃东没有惊慌失措，判

断完现场情况后，准备微调

方向驾车通过。

但就在这时，前方一台

地方半挂车从弯道拐出，见

落石滚下后，慌乱间向外车

道大幅转向。为避免撞击，

向跃东迅速向右打了一圈方

向盘。道路没有护栏，他所

驾驶的运输车右前轮直接滑

下路肩，右后轮一侧在路

上，另一侧已经悬空。如果

不采取措施，运输车很快会

失去重心，侧翻下去。

情况万分危急！往右打，是悬崖深渊；往左打，

是 12米半挂车。关键时刻，向跃东沉着冷静，精准

判断，一个恰到好处的转向瞬间将车体回正，驶上路

面。紧接着凭借过硬的极限驾驶技巧，向跃东所驾驶

的车辆，在左侧反光镜擦上地方半挂车的同时，顺利

完成会车，驶出了这“生死 12米”。 （下转9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给组织添麻烦了，谢谢

啊！”8 月 12 日一早，92 岁的

抗美援朝老兵车子学和儿

子、儿媳，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双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会

长李晓东的护送下回到了韩

甸镇永和村家中。 6 天来，

他们一家住在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协调的泽康养老院临时

安置点内。分别时，老人不

舍地握着李晓东的手许久。

不只是车子学，汛情期

间有 99 位老人入住泽康养

老院安置点。如今随着汛情

态势的好转，他们已全部返

回家中。此时的李晓东才稍

微缓过劲来，“今晚能睡个

好觉”。

8 月 5 日下午两点，受

台风“杜苏芮”影响，哈尔

滨双城区作为松花江干流源

头之一的拉林河双城段风险

激增，多个水文站超警戒水

位，多个村屯出现洪涝。李

晓东在手机上不断收到撤离

群众的消息。

“没车的老百姓怎么撤

离？”有着 13年志愿服务经

验的李晓东迅速在志愿者群

内组建爱心车队，并通过微

信公众号、抖音等渠道发布

免费接送受灾群众的消息。

不到 1 小时，40 多辆车

集结完毕。从当天下午 4 点

左右，李晓东不断接到受灾

群众的求助电话。爱心车队

有序前往各村屯累计接送

150余人。

次日凌晨两点半，李晓

东驱车 40 多公里从兰陵镇

接送了一对夫妻抵达市区。由于亲戚家距离太远，

对附近宾馆也不熟悉，他们不知道去哪儿过夜。这

让李晓东萌发了为受灾群众提供安置点的想法。

凌晨 3点，李晓东到家后便在志愿者群内联系，

很快协调到泽康养老院和风华跆拳道学校两个安置

点，接收行动不便或有基础病的人。同时他第一时间

对外发布受灾群众免费住宿的公告。 （下转6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这个暑假，梅少菁和 10 多名同伴

带着婚纱、西装、秀禾服，从湖北武汉

辗转来到贵州省丹寨县，开始了今年的

“圆梦计划”。

这个为老人拍摄婚纱照的活动已持

续了近 10 年。一到暑期，武汉工程科

技学院“圆梦计划”的 10 余支小分队

便分散到全国各地，为老人送上迟到的

婚纱照。

为村民拍全家福，是贵州师范大学

“1家 1”团队延续了 11年的传统。一届又一

届队员接力，见证了山乡和人们的变化。

徐媛媛和同伴则为“三下乡”社会

实践地的孩子们拍了蓝底证件照，他们

为孩子们做好漂亮的电子版照片，还写

下了孩子们的梦想：去游乐园玩、带着

小猫去旅行、去北京爬长城……

在贵州的山村里，这些年轻人扛着

摄像机、拎着三脚架，甚至还背着帐篷

和睡袋，走村串寨，为人们留下一份份

影像记忆。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
动人瞬间

一到目的地，大家分头忙碌起来。化

妆组给老人化妆，文案组在旁边采访，摄

影组在屋里屋外踩点，找适合拍照的位

置。绿油油的农田、村里的小广场都可以

作为外景地。如果需要幕布，高个子的同

学随时可以举起一块红色背景布。

在丹寨县为少数民族老人拍照这半

个月，“圆梦计划”丹寨小分队的 15 名

学生每天马不停蹄，早上出发拍照，晚上

整理文档及照片。采访、化妆、换衣服、拍

照，一套流程下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

了，一天最多只能拍六七对老人。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

工作：从武汉带来了一套秀禾服、一套

婚纱和一套西装，还有自费采购的手捧

花等拍照道具。碰巧有名同学家里开影

楼，又让家里寄来婚纱、首饰，团队顿

时“阔绰”起来。队员们担心有的老人不

好意思穿露肩的婚纱，又自费买了件披肩。

化妆组的同学带上自用的化妆品，摄像组

带着无人机、相机、三脚架、补光灯……

过去为老人拍婚纱照时，每对老人只

拍一套服饰，但很多少数民族老人也希望

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摄影团队便为他们各

拍了两套。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的瞬间。

一位皱纹深深的老人拿着手捧花，与穿着

白色婚纱的老伴相对而立。他大笑着，露

出缺牙的笑容，笑中还有些羞涩；穿着华

丽苗族服饰的奶奶做好了发髻，爷爷帮她

细心整理头上的银饰；一位穿着红色秀禾

服的奶奶从木楼上抛下绣球，爷爷站在楼

下，稳稳地接住……

有些老人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队员们为一对老人拍完婚纱照后，说想看

看奶奶的少数民族服饰，奶奶便到几公里

外的朋友家做了发型、换上民族服装，郑

重地展示给大家。队员们又为她和老伴补

拍了一套民族服饰照片。 （下转9版）

用镜头捕捉动人瞬间

大学生“拍照小队”为山村老人留下影像记忆

□ 任冠青

这个录取季，一些学子收到录取
通知书的场景意外刷屏：当大连理工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达时，满身泥土
的云南小伙儿姚胜旺正背着从地里挖
的一大筐姜回来，他用沾满泥土的手
签收了通知书，他说自己之所以报考
大连理工大学，是因为没看过大海；
接到“985”高校录取通知书时，四川

学生张裕鑫还在忙着打谷子，这名出
身农村的追梦少年坚信“即便身处困
境，也要坚守自己”；还有宁夏女孩海
晶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送达时，她正在小区外的早餐店打
工，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

也许与今年动辄700多分的“满屏
高分”案例相比，他们的成绩并不太出
挑。但社会关注高考，不该限于对“高
分故事”的追捧。那些普通学子面临的
生活不易，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的努力和坚持，同样应当被看
见，值得被尊重。

以姚胜旺为例，他的家境并不宽
裕，据介绍，他住在云南省芒市五岔路
乡芒蚌村芒达社，家里有6口人，爷爷

和父亲都有肢体残疾，靠母亲在外打零
工维持生活，哥哥则在做志愿者。高考
结束后，懂事的姚胜旺一直在勤工俭
学，力所能及地帮父母干活。在很多同
龄人放松“躺平”、到处游学玩乐的悠
长暑期，他每天要做数小时兼职，只为
替家庭减轻些负担。

可以想象，与许多大城市的学生相
比，姚胜旺所处的学习环境不算理想，
沉重的家庭负担可能会不时牵扯他的精
力，使他无法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身
处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地方，他所接受的
教育资源也相对有限。正因如此，他最
终考出621分的好成绩，靠自身努力走
出偏远村落、走向广阔天地的励志故
事，才尤显不易、令人振奋。

从几年前在工地搬砖时收到清华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林万东，再到如今刷屏
的“挖姜男孩”“早餐店女孩”，人们之
所以会对这类故事产生一种朴素的感
动，就在于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蓬勃向
上的不屈青春力量。这份感动，也寄托
着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认同与珍视。在教
育仍然是实现社会流动重要路径的情况
下，人们期望看到更多学生能通过高考
突破原生家庭的局限，走出贫困，迈向
更为开阔的人生之路。

今年 9 月，这些怀揣梦想的少年将
从家乡小城启程，奔赴远方，走进自己心
心念念的“象牙塔”。在那里，他们不仅会
满足类似“看海”的小小愿望，还会去读
书，去社交，去思考，去畅快探索自己真

正热爱的事物。
了解到他们的现实困难后，很多高

校都表示，将在入学前、入学时、入学
后，为困难学子提供各类帮扶政策。这
一承诺，也让很多关注“挖姜男孩”们
的网友放下心。我们希望在国家助学政
策的帮助下，他们都能够放下包袱，在
大学校园里自由地成长、自在地探索，
不必因经济拮据而焦虑，更不会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遗憾失学。

与此同时，除了经济资助，如何通
过更人性化的帮扶举措，帮助学生以更
舒展的姿态融入校园、发展自我，也值
得思考。近些年，很多人都意识到，解
除物质焦虑，也许只是帮扶贫困学生的
第一步。 （下转2版）

“满屏高分”外，看见更多坚韧向上的平凡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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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4日，福建赛区的选手在进行航天创意赛。

当日，以“仰望星空 成就梦想”为主题的2023年全国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海南省文昌市开幕，来自全国

25 个赛区的近 3000 名参赛选手，围绕航天创意设计、太

空探测、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 3个竞赛单元及载人航天主题

专项赛展开为期3天的角逐。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8月 14日，河北保定，武警河北总队完成抗洪抢险救灾

任务撤离涿州市，当地民众自发送别武警官兵。自 8月 1日

起，武警河北总队动用 6个支队逾 500名兵力投入该市防汛

救灾工作。 翟羽佳/摄（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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