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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问出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
通讯员 王婷

金秋十月，渭北高原上的陕西

省合阳县新池镇南沟社区一派丰

收景象：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里，一

串串鲜翠欲滴、颗粒饱满的“阳光

玫瑰”葡萄，经农户们精心采摘、

分拣装箱，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客商

手中。

“靠着现代化科学种植，南沟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去年，全村的

葡萄产业总产值达到 3700 万元，人均

收入比上年增长 3000 元，村民过上了

富裕的好日子。”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

肖万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样

的变化离不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
简称“西农”）的全方位支持和西农派驻

南沟社区的第一书记张华海。

“我来这里，就是要用自己掌握的

知识带领村民发展致富。”2021年，西

农管理干部张华海主动请缨，来到南

沟社区。当时的南沟葡萄产业经过 10
多年发展，种植已有规模，但有些问

题依然突出，如栽培模式费时费工、

产出效益低下、果品质量不高等。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兴旺；产业

兴旺，需要有方向指引。”张华海通过学

校为南沟请来了 30 多名农业领域的专

家教授。很快，一份调研深入、谋划精心

的南沟社区“五年发展规划”出炉。不仅

如此，这些涉及小麦、葡萄、红薯、设施、

微生物发酵等领域的专家教授，还成了

南沟社区的“导师团”，定期驻村开展技

术指导和实地培训，以便及时解决村民

遇到的产业问题。

秦德红是南沟村最早的葡萄种植

户之一。2010年，30岁的他回乡创业，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种了 3亩葡萄，“当时都

没见过红提葡萄，心里根本没底”。2012
年，西农对合阳县进行定点帮扶。在

西农专家的指导下，秦德红的园子收

益逐年增长，2017 年种植面积扩大到

20亩。

为了在全村推广全年绿色防控体

系，让乡亲们真正靠农业技术“赚大

钱”，张华海决定设立“示范户”，用

事实说话，“只要农民收入上去了，不

愁没人跟着干！”

秦德红联合两户村民，承包了 50亩
地，成为村里的“示范户”。两年里，张华

海带着大伙儿创新经营方式，形成了

“合作社+”的“六统一”发展模式：统一

规划、统一筹措资金、统一苗木采购、统

一农资服务、统一技术培训指导管理、

统一品牌仓储多渠道销售。

在专家指导下，一套“产前、产

中、产后”的全产业链条模式也在南

沟有效运转起来。产前，利用政府数据

分析，为种植户提供生产规划、销售预

判等；产中，利用各种先进的生物环境

感知设备和信息传输系统，实现病虫害

远程诊断、监控预警，肥、水、药智能

施用；产后，对接电商平台，为农户提

供产品生产过程展示、期货预售、在线

洽谈、订单组合管理等服务。

2022年，好消息传来：秦德红等 5
家示范户的果子采摘销售，家家收入超

过 50 万元；另一对夫妇试种的一亩八

分地，效益提高了一倍，收益 14万元。

现在的南沟社区，葡萄种植面积已

由最初的 80 亩扩大到 1500 亩，品种上

除了红提还增加了“阳光玫瑰”。

（下转2版）

科技助农促增收 葡萄“串”起振兴梦

葡萄香飘渭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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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10月 30日至 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

中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分析金

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

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示，这次会议为新时代

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激发了信心动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发有为、笃行不

怠，扎扎实实把会议各项部署落实落地。

举旗定向，为新时代推动
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

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事业取得的成

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的领航掌舵，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说，会

议用“来之不易”总结金融领域取得的实

践成果、理论成果，令他感触颇深。近年

来，金融系统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

性、人民性，确保金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下转3版）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激发信心动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周子奇

11 月 1 日 10 时 15 分，

24 岁的于武东接过火炬向

前奔跑，沿途街道两旁的观

众纷纷挥舞国旗，为他加油

助威。

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

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
会”）火炬传递活动（贺州站）

中，来自贺州学院的学生于

武东担任第 29 棒火炬手。

他在担任贺州学院团委学生

兼职副书记期间，帮助学校

团委推进第二课堂学分的改

革，在专业学科竞赛中曾获

多个奖项。他说：“传递火

炬的路程虽短，但蕴含的意

义深远。我希望在传递火炬

的同时，能将光和热传递给

我的同龄人，大家在各自的

赛道上发光发热，实现人生

理想。”

10 月 23 日，学青会圣

火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海丝首

港举行，采撷于千年古港的

圣火点燃了人们对学青盛会

的激情。学青会开幕前夕，

象征着光明、青春与梦想的

圣火，在广西 14 个设区市

接力传递。

学青会火炬传递指挥部

副指挥长、广西壮族自治区

体育局副局长卢意文表示，

此次火炬传递活动以“逐梦

新时代，青春更精彩”为主

题，突出活力性、时代性、

成 长 性 。 14 个 火 炬 传 递

站，每站由 30 名火炬手参

与传递，火炬手和护跑手以

青少年为主体，年龄一般在

12-45岁之间，选拔各行各

业的青少年先进典型、时代

新人代表，向优秀体育教练

员、优秀体育运动员、优秀

教师、“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优秀学生等倾斜。

“学青会火炬传递，是

我人生中跑得最慢，却很自

豪的 100米。”00后甘寿宇是

学青会火炬传递活动（钦州站）第 16棒火炬手。作为一

名钦州幼儿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大三学

生，为了在火炬传递中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活力与风

采，他在彩排时与前一棒火炬手、北部湾大学大四学生

程世发商量了好几个动作，最终选择了“雄鹰展翅”的

姿势，寓意青年大学生奋力前进、敢于拼搏，如同雄

鹰展翅翱翔。

在校期间，甘寿宇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从 2022 年
至今累计参与疫情防控、无偿献血等 35次志愿服务活

动，服务时长达 509.6小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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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联合国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17名青年

的接力中一个个点亮，他们来自 17 个不同国

家，传递出全球青年携手共进的呼声，这一幕将

11 月 1 日举办的 2023 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应对

气候与粮食危机主题论坛推向高潮。这场论坛是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为全球年轻人搭建的平台，共

话应对气候与粮食危机议题。

74 岁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自称

是可持续发展战线的老兵，他对全球年轻人的寄

语拉开了论坛序幕。

“我由衷地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到这项事业

中来，把青春融入推进生态优先、集约节约、绿

色低碳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的事

业当中，在这场变革中更好地实现自我。”解振

华说，这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关乎人类的福

祉和子孙后代的未来，需要一代代优秀青年接续

努力奋斗。

今年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

期评估年。但目前，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落实

缓慢，任重道远。全世界青年被寄予厚望。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负责人胡

盛表示，各国青年应携手服务于推动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青年要传播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争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定“行

动派”；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参与可持

续发展的广大“生力军”；建功绿色发展科技前

沿，探索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务实“路线图”；

推动绿色国际交流合作，绘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最大“同心圆”。

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刘小南看

来，维护全球粮食安全，需要青年发挥更加关键

的作用。他希望青年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积极响应和参与联合国粮

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动，深度参与南南

合作，贡献更多务实成果；拓宽对话渠道，当好

桥梁纽带；从身边点滴做起，在节粮减损、反对

浪费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共同营造爱粮节

粮浓厚氛围。 （下转3版）

青春融入可持续发展 全球青年携手共进

2023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应对气候与粮食危机主题论坛举办

本报绍兴 11月 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蒋雨彤）“理论学习要联系历史、联系个

人实际。在校时，我去图书馆借阅经济、政治、文化

书籍，学会借助理论思考时代问题。参军入伍后，

我用心了解军史，体会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辛探索

的不易。不管有多大梦想，都要从手边一件件最简

单、枯燥的小事做起，才能做到‘平常时刻能弯得

下腰，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上去’。”11月 1日，北京

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曾任辽宁舰操舵兵的

00后王心仪结合求学和参军经历，分享自己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

会，台下响起阵阵掌声。

当天，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

团浙江省委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学习暨“浙青

年·爱学习”交流活动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该

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

精神的一项举措。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

颖杰出席活动并讲话，团浙江省委书记周苏红、

中共绍兴市委书记温暖、中国青年报社相关负责

人致辞，从事青年研究的专家学者、各领域青年

代表参加活动。

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共党史

研究中心主任程美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北京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

理事长张树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刘书林，旅法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宋鲁

郑，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慧，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永贵，绍兴市柯桥区委书记陈豪，围

绕青年学理论意义何在、青年学理论重点学什么、青年

学理论怎么有效、青年学理论品牌怎么打造等问题作主

旨发言。

程美东从“青年是未来、希望”“当代中国青年要

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洪流”“青年要积极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对青年的领导”4 个部

分切入，阐释了学习理论知识对于做好青年工作的根本

指导意义。 （下转2版）

引领青年筑牢“信念之基”、激发“奋进之力”、提升“担当之能”

新时代青年学习暨“浙青年·爱学习”交流活动举办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中

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余冰玥
记者蒋肖斌）“年轻人不应该惧

怕展示自己的才能。我们要接

受跨文化合作，参与不同的文

化交流，保持多样性。”11 月 1
日，2023 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青年文化创新主题论坛在北京

举办，来自津巴布韦的青年代

表阿曼达·马孔贝在“青年对

话”环节分享道。在她看来，年

轻人要以不同的文化为纽带，

“用青春激发价值”。

以青年文化创新为先导，开

世界文明互鉴之风尚。当天，相

关国际青年组织代表、国内外文

化界知名人士代表约 350人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胡百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

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利比亚

民族统一政府青年部部长法特

侯拉·津尼、南非国家青年发展

署执行主席埃珊达·卢瓦卡、俄

罗斯青年事务署副署长杰尼

斯·阿西罗夫、文化和旅游部产

业发展司副司长傅瀚霄、蒙古

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斯日格勒

恩·巴特尔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胡百精在致辞中指出，青年

是世界的未来，是文化多样性的

传承者和创新者，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

感纽带和人文基础，需要青年

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历史使

命。他倡议，要深挖文明内涵，

勇担文化传承的青春责任；要

重视科技赋能，激发文化创新

的青春热情；要促进交流互鉴，

贡献文明发展的青春力量。

傅瀚霄表示，创新是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源泉。而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

久的推动发展的动力。“广大

青 年 必 将 成 为 文 化 创 新 发

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先锋队

和主力军。” （下转3版）

10月 31日，在“梅夫

人”工作室，季资美查看

等待上釉的莲瓣纹香炉。

95 后陶瓷夫妻档季

双俊和季资美从景德镇

陶瓷工艺美院毕业后回

到故乡浙江龙泉，在瓯江

旁的炉田村成立了“梅夫

人”工作室，潜心钻研北

宋风格的青瓷器。二人

从古瓷中寻找灵感，力

图重现北宋龙泉窑的胎

釉特点，并借鉴青铜器、

金银器、古代服装上的

纹样，在瓷上倾注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10月 30日，演员在表演话剧《大地之光》。由中国科协主

办的科学家精神宣传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圆满结束，通过话剧

巡演、杰出华人科学家公开讲座及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激励

澳门科技界特别是青少年厚植爱国爱澳家国情怀，树立科技梦

想、投身科技事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