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是高
校实践育人、创新育人成效的重
要指向。安庆师范大学共青团以

“三下乡”社会调研为“源头活
水”，以校级“敬敷育英”引领
计划为孵化平台，以“挑战杯”
系列竞赛为实践通道，通过高位
推动、学科带动、思维萌动、上
下联动、氛围互动，用好巧劲、
重点发力，搭建优质成长通道。
学校在“挑战杯”系列赛事中也

不断取得新突破，近两年获奖成绩位居安徽全省第一
方阵。安庆师大共青团将进一步固化工作机制，系统
设计赛事载体平台，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创新育人工
作再上新台阶。

安庆师范大学团委

书记 汪洋

团五大连池市委以县域共青团改革为契机，
依托“一专一站两联”广泛联系团员青年，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
服务基层最前沿，推动服务青年工作在乡村基层
取得新成效；以“党建带团建 团建促党建”为引
领，积极选树“村村都有好青年”典型，为农村
基层党团组织培养储备青年骨干；以乡镇、街道
团组织为依托，选派社区、村团员青年入驻基层
网格，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动能；以乡镇街道

“青年之家”为阵地，打造“情暖连池”青年交友
实践活动品牌；以“服务乡村发展争做青年先

锋”为载体，组建青年突击队103支，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倡
导乡风文明、爱绿护绿等志愿服务活动。团五大连池市委将继续提升
服务基层质效，搭建农村青年成长成才平台，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
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团黑龙江省五大连池

市委书记 马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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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法草

案 8 月 28 日提请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初

次审议。草案共 8

章 74 条，包括总

则、规划与举办、保

育和教育、教师和

其他工作人员、投

入与保障、管理与

监督、法律责任和

附则。草案明确，幼

儿园应当根据学前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和年龄特点，科学

实施保育和教育活

动，不得教授小学

阶段的课程内容、

采用小学化的教育

方式。让每个孩子

在一个适合其发

展阶段的学习环

境中成长，小学阶

段的课程内容显

然不适合幼儿园

孩子的认知水平。

我们应该给孩子

们创造一个轻松

的学习氛围，避免

他们过早地陷入教

育“内卷”之中。

漫画：程 璨

拼图太大了
“从陌生到熟悉，大家的感情在

一点一滴慢慢累积……”

“真的好舍不得大家，真希望这

样美好的时光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这个活动太棒了！我感受到了

福州这座城市无法抗拒的魅力!”
……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十周年。8月 18日-24日，来自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

国、柬埔寨、孟加拉国、缅甸、斯里

兰卡、伊朗、印度、越南 11 个国家

的 40 名外籍高校学子与 36 名中国籍

高校学子共 76 人齐聚福州，共同参

与海丝好年华——第一届“海丝青年

汇”交流营活动，在参访体验中领略

派江吻海、山水相依的生态之美，品

味千年古城的“海丝”遗韵，探索福

州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感受福州作

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

市的强劲发展脉动。

感受闽都文化，探索魅力榕城

福州是一座有着 2200 多年建城

史的文化古城，素有“八闽雄都、神

州名府”的美誉。活动期间，海内外

青年学子在福州三坊七巷、烟台山、

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感受历史人文底

蕴，逛古厝、游福船、听闽剧，沉浸

式感受闽都千年风情，探索榕城无穷

魅力。

“我非常惊讶地看到福州对这些

名人古厝是如此重视，并将其传承给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孟加拉国青年

李冰参观三坊七巷时说到，“这对于

旅游景点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举

措，能够吸引许多游客一起回顾这些

曾经的历史。”

茉莉花茶是茉莉花与茶叶的融合

产物，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

流最为典型的成果之一。中外青年来

到茉莉花茶文化博物馆，观看非遗传

承人技艺展示，了解了福州茉莉花茶

飘香全球的历史轨迹，以及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茉莉花茶窨制工

艺的传承和演变。

戏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凝

聚着中华美学精神。交流营期间恰逢

中国传统七夕佳节，活动组织方邀请福

州闽剧传承人为中外学子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闽剧艺术观赏体验活动。优雅

的身段、婉约活泼的唱腔，伴随着生动

讲解与演示，中外青年纷纷赞叹闽剧艺

术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

如今，福州市正全力打响闽都文化

国际品牌，让宝贵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

放熠熠光芒，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城市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触摸历史脉动，传承“海丝”精神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和枢纽城市，丰富的历史遗存见证着海

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传承千载的福

船曾经驰骋浩瀚海洋，以爱拼善赢的气

势，搭建起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贸易桥

梁。活动期间，中外青年寻访中国船政

文化博物馆、国际著名航海标识罗星

塔、郑和史迹陈列馆、猴屿党侨同心

馆、福清侨乡博物馆林绍良陈列馆等

地，感受中国航运事业的百年辉煌与海

丝路上的福州印记。

“我的专业涉及物流跟海运，而福

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

我从本次活动中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

验和启发。”马来西亚青年罗正延谈

到，“我们每位营员都是海上丝绸之

路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各国朋友聚

集在此，交流彼此的文化，是非常有必

要的。”

鼓岭，是福州市知名避暑胜地，曾

有大批在华外国侨民在此居住，跨越百

年、再续新篇的鼓岭故事，是中美民

间友好交流的见证。中外学子漫步鼓

岭，聆听感人至深的“鼓岭往事”，畅

想“海丝未来”的无限美好。“我在鼓

岭看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友谊及其

背后蕴含的重要意义，我感受到中国

是如此重视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以及

中国开放包容的精神。”菲律宾青年白

公旻表示。

如果说历史描绘了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发展轨迹，那么中印尼“两国双

园”项目则续写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新的辉煌。近年来，福州抢抓共建

“一带一路”重大机遇，深度融入海丝

核心区建设，推动海丝战略支点城市建

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在福州新区元洪

功能区，海内外青年学子了解了中印尼

“两国双园”项目的建设成果，切身感

受到产业园区的蓬勃发展。

真情跨越国界，友谊悠远绵长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

年做起。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

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离不开

各国青年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在海

丝好年华——第一届“海丝青年汇”

交流营闭营仪式上，中外学子们穿着

各自国家、民族的特色服饰，畅叙友

谊，共话未来，表演着精心排练的歌

唱、舞蹈、朗诵等节目，并通过几日

来学习到的福州方言表达了对福州这

座城市的热爱。

“福州，等着我，总有一天我会与

你再次相遇！”印度尼西亚青年安娜微

笑着说，“在我来到福州之前，就听说

过一句话——‘福州是有福之州，福州

人是有福之人。’来到这里后，我才更

加亲身感受到福州这座城市的美好和福

州人民的友好。”

欢声笑语萦绕着全场，最初的陌生

与羞涩早已烟消云散，各国青年学子

仿佛认识已久的朋友，看着大荧幕上

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大家依依惜

别，百感交集，不少营员流下了感动

和不舍的泪水。

“以前我觉得外国人离我们很遥

远，语言、文化沟通也有距离感，但是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我觉得我们的距

离拉近了。”中国青年黎卓龙表示，

“相信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

丝沿线各国的青年交流交往将更加紧

密，并为开创‘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发

挥积极作用。”

踏着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潮声，福州正在绘就更加美好的蓝

图，逐梦更远的远方。期待以海丝好

年华——第一届“海丝青年汇”交流

营活动为起点，邀请广大海内外青年在

最好的年华，相聚最美的福州，为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共建“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

春动能，谱写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

新篇章。

·广告·

共赴青春之约 书写海丝情缘
海丝好年华——第一届“海丝青年汇”交流营活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若没有人指点，已完全看不出这曾

是条给村里带来灵动的沟渠，山洪咆哮

过后，这河道里堆满了山石、树根和残破

的建筑物。

8 月的最后 10 天，来自 8 个单位的

400 名青年突击队员以压茬接力的方

式，合力“啃下”了一段硬骨头——为

1500米长的泄洪沟渠清淤。

这条标记号为 234国道泄洪沟的沟

渠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辛房

村，这个有上千人口的小村被一个月前的

“7·31”山洪冲击得面目全非。村民们记得，

当天，山洪急速下泄，很快就没过了公路。

按照水务部门的信息，7 月底的这

次暴雨给门头沟区带来的最高洪痕就出

现在南辛房村，有 3米高。

随着抗洪抢险接近尾声、恢复重建

紧锣密鼓的启动，南辛房村这条泄洪沟

渠的清理也迫在眉睫——如果沟渠不

及时清理恢复功能，再遇有暴雨，雨水

不能借沟下泄就会在南辛房村形成内

涝，让本已被重创的村子雪上加霜。这

条沟渠的清理、畅通也是南辛房村重建

最基础的工作。

请战&吹哨

团门头沟区委的年轻人在前期抢修

救灾中就关注过这条已完全失去泄洪功

能的沟渠。恢复重建的工作千头万绪，几

位年轻人自告奋勇向水务部门提出，能不

能由团组织发动青年突击队，把这段短小

但功能十分重要的泄洪渠尽快清理出来。

当时，水务部门的负责人愣了一下，

短暂的迟疑后点了点头。迟疑可能是觉得，

那么硬的骨头，这几个年轻人能啃得动吗？

点头可能是觉得，共青团能组织动员起更

多的年轻人，甚至是更专业的年轻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基层团组织没有工

程人员，更没有大型设备，但他们有“吹哨”

制度。团门头沟区委一位负责人说，当决定

启动这项任务后，他们就向团北京市委“吹

哨”，提出了协调挖掘机、运渣车，专业工程

人员的需求。团北京市委“接单报到”，迅速

发起“青”河行动，联络了中建三局北京公

司等多家机构的青年突击队，希望有工程

专业技能的年轻人能在急难险重的任务中

挺膺担当。

“青”河行动的“哨声”得到了 8家机构

青年突击队的积极响应。从哨音响起，到 8
支青年突击队联合实地踏勘，大概也就两

三天的工夫。

分工&接力

第一次联合实地踏勘，青年突击队员

几乎都被山洪的破坏力震惊到了。泄洪沟

中的淤泥石块、垃圾杂物完全没过了国道，

面目全非，沿岸的房子被撕得支离破碎，只

剩下残垣断瓦。

有突击队员记得，在现场，好一阵子大家

都比较沉默。直到开始讨论怎么干时，气氛才

又活跃起来，参加踏勘的年轻人恨不得立马

就开动挖掘机。素不相识的 8支队伍有了分

工，像是一场接力赛，大家压茬推进，计划用

10天的时间，给这条无名但重要的沟渠恢复

功能。

中建交通的孙飞青年突击队接过了第

一棒。尽管是专业的建筑团队，但清理河道

也是第一次，孙飞说，真的是“摸着石头”干

活，到底河床在哪里已不是很清楚了，只能

边干边摸索。

37岁的孙飞说，这或许就是青年突击队

的使命吧，在急难险重面前不退缩。他带领突

击队承担了两天的任务，也总结了一套经验，

包括怎么边清淤，边对河道进行护坡；还有，

河道淤积之后，与老百姓宅基地的边界、与公

路的边界都模糊了，清淤的时候，怎么对公路

进行保护等。

8 个团队，过往没有交集，但因为一条小

沟拧在了一起。孙飞说，每天傍晚，各突击队

之间会有一次线上交流会，当值的突击

队会把当天遇到的情况进行分享，给第

二天的团队提出建议。大家还有一个微

信群，前一支上阵的队伍，会把经验留

在群里，当然，也会留下加油与鼓劲。

和青年突击队员一起上场的还有 3
台挖掘机，这也是“青”河行动吹哨来的。

有懂行情的年轻人说，现场 3台挖掘机、

两台铲车，还有 4辆专业的运输车，10天
下来，光是设备的租赁费就得几十万元。

孙飞青年突击队的接棒者是北京

建工集团的尹宏劳务管理型突击队。38
岁的尹宏从 8月初就一直带着青年突击

队在门头沟妙峰山镇参与抢险救灾，那

边的工作才趋于尾声，就又接到了南辛

房村的新任务，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整，

就义无反顾投入“战斗”。

“青”河行动是从下游往上游推进，

越往上走，河道越窄。尹宏接收的作业

面最窄处只有 5米宽，他说，按他们的行

话来说，“设备耍不开了”。除了要和大

型设备协调配合好，尹宏面临的难题还

有挖出来的渣土放在哪里，要找地方进

行消纳。

和尹宏一起“接单”的还有北京城

建集团的青年突击队，两支队伍联合作

战了两天。对尹宏来说，这也是一次难

忘的合作，面对作业难题时，大家一起

讨论，相互启发，更有相互鼓劲。

清淤的过程中还碰到了难清理的

“大家伙”，尹宏记得，他们清理了 4 辆

被泥土包裹着的车，有货车，还有“三蹦

子”，甚至还有一座上游冲下来的小型水

电站。不靠大型挖掘机，不靠百余人的攻

坚，难以想象这条无名小沟什么时候能

“重见天日”。

260米，要在平地上，大概也就是一个

成年人的四五百步，但却是尹宏突击队和

另一支突击队两天的战绩。

青字头&战斗力

青年突击队，通常都扮演“单兵推进”

的角色，而这次强强联合，形成合力，接力

而动，势如破竹，对很多突击队的年轻人来

说都是第一次。

39 岁的周旭彤形容自己的这段清河

经历是攻下了“桥头堡”。这位来自中海管

理的青年突击队负责人说，当清淤“接力

棒”交到他手里的时候，碰到了一座桥。这

座桥，短期内附近的村民还要使用，所以得

在保护桥体的同时，清理桥下的大型杂物，

使用大型设备助力时要小心翼翼。

周旭彤算是做工程的资深人士，清理、

护坡、修路这些活儿，都驾轻就熟，但他说，

参加“青”河行动时，仍然不断提醒自己，要

时时刻刻盯住了，绝对不能出现因质量问

题要返工的情况，一个团队接力作战，绝不

能因自己的一环出问题导致整个“青”河行

动慢下来，不能按期完工。

29 岁的李佳兴是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京湛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作为北京人的他，

一直想去门头沟参与救灾抢修，为家乡出

点力。虽然他所在的突击队的任务在后半

程，但他几乎打满了上半场，因为他是现场

3 台挖掘机的指挥员，“青”河行动开始的

当天，他就一直是挖掘机的指挥员，一口气

干了 5天。

有五六年工作经验的李佳兴也是第一

次每天要和不同的作业团队打交道，而且

现场大型设备都“听”他这位年轻的指挥员

指挥。原来想着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磨合，

但没想到每一天都非常顺利。

对这位年轻的挖掘机调度指挥员来

说，也深刻地体会到了“齐心协力”4 个字

的力量。

一开始，镇里还安排突击队员们中午

休息一会儿，避一下初秋午后的烈日。可李

佳兴发现，大家都放弃了休息，扒拉几口

饭，短暂地喘口气就又开始投入战斗。李佳

兴马上跟上大家的节

奏，他可是挖掘机指挥

员，是重要的战斗力。

“ 要 不 了 10 天 ，

我 们 就 能 完 工 。”李

佳兴说。

山洪过后，8支青年突击队的十天接力

8月底，8支青年突击队的400人接力奋战，对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辛房村内的一条泄洪沟渠进行清淤，为后续的重建做好基础性工作。

图片均由团门头沟区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