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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

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

谷、汇百川、纳千流，黄河在神州大

地奔腾 5400 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

万的华夏儿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

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踏

遍 黄 河 上 中 下 游 9 省 区 ， 目 光 所

及、驻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来

的深谋远虑。

“ 让 黄 河 成 为 造 福 人 民 的 幸

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

激荡起更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

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

河博物馆“千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

近平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

横 25 万平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

厉鞭抽向大地，给百姓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

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

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间，下游共决

溢 1500多次，改道 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

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

部治国史。”思接千载，总书记深刻思

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安

澜。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交

到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据统计，新中国

成立至今，黄河实现 70 多年伏秋大汛

不决口，24 年不断流，先后抵御 12 次
大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

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

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

惨痛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

书记沿黄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栏远眺，眼前天高水阔，林密鸟

翔。总书记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

伟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

重、之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

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

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

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

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

河问题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

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第二日

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

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的千秋大计。”总书记的一番话，道尽黄

河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

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

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

隐患还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

放松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亲临黄河一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 2021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彼时，黄河秋汛洪水已经退回主河槽，

但从主河槽到码头绿化带 10 多米的

“过界”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

水位最高时的水边线在哪里。

“这就是 10 月 8 日漫滩时的水边

线。”在码头上，黄河河口管理局负责

人手持展板，向总书记一一汇报。

码头风高浪急，总书记伸手帮助扶着

晃动的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

但没有出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

记点头肯定。 （下转3版）

习 近 平 的 黄 河 情 怀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宝光）11月 23日至 24日，以“充

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为主题的第十九

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

记阿东出席并讲话，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西安交通大学

党委书记卢建军出席并致辞。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中国科学

院院士管晓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艺出席。来自全国各地的 4500
多名青少年研究工作者线上线下参加论坛。

阿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是青少年研究领域重

要的全国性学术年会，是青少年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重要的思想研讨

和成果交流平台。新时代新征程青少年研究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前景广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担起政治责任，把握正确

方向，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和研究运用，以开展团员和青年

主题教育为契机，更好引导广大青少年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担起时代重任，紧扣时代脉

搏，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青少年工作的关键课题，更好助

力组织青年建功立业、解决青年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共青团改革走

深走实；担起学术使命，坚持大历史观，深化中国青年运动史和少年

儿童运动史研究，发挥历史研究的时代价值，增强青少年工作的系

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加强顶层设计，汇聚研究力量，培育壮大青少

年研究队伍，提高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广大青少年研究工作

者要坚守学术理想、弘扬优良学风，不畏艰辛、扎实工作、潜心研究，

为党领导的青少年事业立德立言，努力为团结引领广大青少年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

量。论坛期间，阿东在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调研团员和青年主题

教育、参观交大西迁博物馆，同师生就传承“西迁精神”、大学生志愿

服务等进行交流，对共青团在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中做好“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工作提出要求。 （下转2版）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在西安举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在苏州浒墅关经开区忙完送餐的午高峰，韦

兆龙总会去城际商圈的海棠驿站。取一杯免费的

热茶、戴上耳机，这名外卖员熟练地使用这里的

各种设施。

室内明亮、温暖——包含党的二十大报告全

文在内的 7500 余册电子有声学习资料让韦兆龙

在工作间隙可以阅读、收听，1999 年就在部队

入党的他最近用业余时间参与主题教育。他感受

到，苏州市委组织部针对“三新”党员开展的主

题教育“非常走心”。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苏州市委组织部

推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三

新”党员和流动党员参与主题教育，分类施策，

以送学、共学、促学为抓手，力求主题教育有效

覆盖、精准指导。

让“三新”党员感受家的温暖

在 204国道沪太交界处，苏州太仓市货车司

机党群服务中心成为来往大货车师傅“在国道上

的家”。来自河南驻马店的魏国仁是昕盟物流的

大货车司机，54岁的他来太仓工作不到两年。

魏国仁的妻儿都在老家生活，党组织关系也

在老家。对于他来说，太仓是打拼、工作的地

方。80 后太仓小伙儿陈震是太仓货运司机流动

党员第三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他了解到魏国

仁在 1991年便已入党。

在陈震的积极引导和帮助下，魏国仁被纳入

流动党支部管理。目前，在太仓，货运司机流动

党员党支部共有 5个、吸纳流动党员 152名。在

货运行业以外，像魏国仁这样的流动党员在太仓

还有 1200多名。

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太仓市深入开展

“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活动。依

托行业主管部门、乡镇（街道）等资源，太仓综合运用

大数据、网格化等手段，建立涵盖“三新”就业群体的

党建数据库，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陈震将党支部里的大货车司机们拉进一个微

信群，时不时在群内分享学习资料与学习后的心

得体会。

在陈震看来，“三新”党员群体流动性大，“如何让

这些党员在太仓找到家的感觉，积极引导身边的同事

向组织靠拢就是我们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的意义”。

在陈震的带领下，魏国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

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

员的合法权益。”学习重要讲话后，魏国仁主动为

货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献计献策。 （下转3版）

苏州以送学、共学、促学为抓手

推动“三新”党员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通讯员 缪晶晶

一场全国最高等级的青

年创新创业赛事让山东省潍

坊市成为焦点。

3500余个项目团队、1.2
万余名创业青年报名，500
多名专家学者、创业导师、投

资人、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

者齐聚一堂……第十届“创

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乡村振兴专项）近日在山

东省潍坊市举办。

如何推动大赛走深走

实，通过办赛的新实践，为

服务青年创新创业建立实实

在在的新功，成为团潍坊市

委谋划大赛的最新切入点。

顺应时代
新赛道创造新机遇

“创新创业大赛所展现

的，是青年‘创’的能力和劲

头，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比拼

‘新’的作为和优势。也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契合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此次全国

大赛筹备之初，团潍坊市委

就确定这个想法，新的赛道

由此设置。

本届全国大赛乡村振兴

专项将预制菜产业作为重点

领域，这让来自潍坊科技学

院的参赛选手郭勇三很是兴

奋。郭勇三介绍，父母从事和

农业相关的工作，他来到潍

坊科技学院农学院就读后，

潍坊深厚的农业产业基础、

领跑全国的农业科技优势让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个

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在该学院团委全力支持

和专业老师指导下，郭勇三

和几名同学一起注册成立了

蔬菜加工公司，并把预制菜

作为公司核心业务。短短几

年时间，借助寿光蔬菜大市

的独特优势，郭勇三带领团

队打造了从基地到厨房的闭环链条，藤椒猪蹄、虎头鸡

等特色产品每年销售超过 30万单。

在新的赛道，共青团的各项工作有机融合，更多的

优秀青年、优质项目碰撞出新的火花，迎来新的收获。

如今，潍坊市农产品门类齐全，市场主体量广多

元，加上党委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带动，预制菜产业已经

成为不少青年创业的主战场。“通过大赛的形式，选拔

发现优秀的预制菜项目和企业。一方面，可以服务全市

预制菜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更多创业青年在

更加广阔的平台上展现自我、获取支持。”团潍坊市委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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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在南京林业大学考点，考生进场准备参加考试。

当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

目笔试在全国各考区统一举行。 苏 阳/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杜沂蒙） 11 月 23 日，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中国

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徐晓在京

会见了来访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组织 （UNV） 全球执行协调

员托利·库巴诺夫一行。中国

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张朝晖、副秘书长黄莉岩、

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刘凯等参与

会见。

会见中，双方就历史交往

情况与下一步合作方向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徐晓对托

利·库巴诺夫一行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充分肯定双方务实推

进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

务计划——服务联合国机构项

目”等合作项目的实施成效；

感谢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在新

冠疫情期间对中国抗疫工作和

抗疫志愿服务的支持。徐晓指

出，双方要着眼未来，进一步

优化和深化现有合作项目，进

一步突出战略性和前瞻性，创

新合作项目和工作载体，强化

工作保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

球发展倡议；希望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

织的支持下，更多参与联合国

青年工作和全球治理议题，为

推动国际青年议程、倡导青年

优先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托利·库巴诺夫表示，非

常感谢中方的热情接待，双方

前期合作基础扎实，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他期待中国青

年志愿者更多参与联合国志愿

服务工作，希望未来双方的合

作进一步聚焦重点议题，在服

务联合国机构项目的质量提

升、规模扩大、机制优化、理论

研究等方面着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会见结束后，托利·库巴诺夫一行到访中国青年

志愿者协会，双方就进一步丰富、深化、提升与联合

国志愿人员组织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升服务联合

国志愿者项目实施质量并稳步扩大实施规模等事项进

行了务实而深入的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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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 徐永胜

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以来，共青团陕西省委坚持“两手
抓”、用好“四联动”，在抓牢团省委机关
第一批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的同时，进
一步抓实全省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稳妥有
序推进，通过党团联动、条块联动、学思
联动、知行联动，把提高对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贯穿始
终，引领广大团员和青年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

提高站位，党团联动统筹部署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始终锚
定正确政治方向，准确把握各项目标任
务，确保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高位推进、
高效落实。

以上率下，深入领会精神要义。团省
委第一时间召开书记会议、专题会议、机
关干部大会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央领导
同志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吃透党中央和省委相关要求。

夯实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
省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由团省
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
担任副组长。针对重点群体成立企业团员
和青年、学生团员和青年、少先队辅导员、

新兴青年群体4个专项组，针对各地市、各
系统成立5个指导组，分层级、分群体、分
地域扎实推进全省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

务求实效，认真研究科学谋划。用好党建
带团建制度机制，注重统筹协调，制定团员和
青年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经团中央第五指导
组审核和省委分管领导审定后印发实施。围
绕“4+1”重点专题，充分考虑不同团员和青
年群体特点，发挥组织化育人优势，把推动理
论学习与交流研讨、实践体验、岗位建功等贯
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 （下转2版）

陕西共青团坚持“两手抓”、用好“四联动”
稳妥有序推进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

11月 26日，山东聊城，聊城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在蔬菜大棚

帮菜农直播卖面条菜。

进入冬季以来，聊城市东昌府区在青年志愿者中开展“暖

心助农、爱在家乡”活动，20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乡村，

利用专业特长开展科技助农、直播助农活动，助力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 张振祥/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