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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扑来一批拍“微短剧”的外乡客。
在这里，每周有近百个小程序剧剧组开工，有人拉着“充值

过亿”的横幅。
制片人张扬半年前来到横店，3 个月做了十几部微短剧，

“不眠不休”。剧组里日常谈论着“微短剧”缔造的财富神话，身
边人又做出了新爆款，4小时充值过千万。

这种“微短剧”被称作视频化的“爽文”，要跳转到平台的
小程序上看，前几集免费，之后按集付费或充值会员，也被称作

“小程序剧”。
这些微短剧的题材覆盖复仇、甜宠、逆袭，拍它的人想用最

少的钱给观众“造”最直接的梦。

（详见5版）

微短剧等不及一秒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王 鹏 高 蕾 王明玉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繁重艰

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

服内部困难，锚定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迈出坚实一步。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回望过去一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自觉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

设的战略部署，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守正创新，大力

唱响强信心的主旋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

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高擎思想旗帜 深化理论武装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会同志进行了

深入讨论。在与会同志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会

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时代孕育思想，思想指引航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

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

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置于全方位、

系统性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大格局中，2023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不断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深化主题教育，掀起学习热潮——

2023年 11月 18日，一场精彩的“主题教育进行

时”专题学习活动在江苏省海安市滨海新区举行。

活动中，滨海新区驻沪流动党员们进行理论学

习、开展分享交流，一轮接一轮助力家乡发展的探讨

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

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

从精心准备权威学习材料到创新学习方式，把

书本学、实践学、现场学结合起来，再到拓展学习载

体，注重可视化、数字化学习，推出一大批鲜活的新

媒体产品……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用一系

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在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中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感悟真理力

量，为全党“大学习”提供有力支持、营造浓厚氛围。

推进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走进北京图书大厦，《习近平著作选读》摆放在

醒目位置，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阅读。

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

材，这部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的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的“案头卷”。 （下转3版）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2023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在 外 党 员 11 名、年 老 体 弱 党 员 13
名……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新店镇新

店社区书记周宏伟的笔记本上，辖区内

168名党员被详细分成若干类。其中，62岁
的退休村干部张建梅与 88 岁的老党员徐

林春结成对子。徐林春行动不便，不能参加

集体学习活动。每次支部学习后，张建梅都

会来到徐林春家中，将学习内容讲给他听。

如东县将乡村里的老党员分为能在乡

村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活力型，身体尚

好、年事已高的常态型，体弱型和流动型

4类。相关部门鼓励 2250名学有余力的老

党员与其他类型的老党员结成对子，展开

联学、帮学，并安排 324名志愿者定期为

体弱型老党员送上有声学习资料。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南通市坚

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见行见效，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际成效。

创新理论直达基层一线

在海安市墩头镇仇湖村，占地 60 平

方米的“渔美仇湖”青年之家成为当地开

展主题教育的先锋阵地之一。

室外是乡村沃土，室内设有阅览区、休

息区、活动区……单设的主题教育理论学

习区摆放着必读材料与选读书目，方便党

员、团员及时翻阅学习。 （下转3版）

江苏南通推动主题教育成果为乡村振兴服务

把村民最关心的惠民政策送上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 卓

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来 自 哈 尔 滨 工 程

大学的参赛项目《御磁坚

盾 ——国内首创超轻高强

韧镁锂基电磁屏蔽材料》荣

获特等奖，项目负责人郭政

佑表示，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近

百个学生社团中，科创社团

占了将近一半，坚实的基础

和浓厚的氛围是广大学子投

身科创最好的“启蒙运动”。

作为“高教强省”，黑龙

江省拥有高等院校 78所、独

立科研院所 120 家。如何利

用好这一优势激发青年创新

创业活力，是团黑龙江省委

始终关注的工作重点。团黑

龙江省委印发《黑龙江共青

团服务青年“创新 创意 创

业 创造”工作方案》，围绕青

年发展，探索引才、育才、留

才、用才工作思路，在全省青

年尤其是高校学子中掀起了

一股“四创”热潮。

三大基地播种
青年“四创”火种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

是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展

品种类最全、数量最多的航

天主题展馆，不久前，黑龙江

省青年“四创”教育基地在这

里挂牌成立。齐齐哈尔大学

学生刘越在参观学习后表

示，“在航天馆，我看到了许

多令人惊叹的创新成果，这

座科技殿堂不仅是知识的宝

库，更是激发我们创新思维

和创业精神的熔炉”。

“四创”工作开展以来，

团黑龙江省委指导部分高

校、科研院所将展馆、实验

室、科研设施设备场所扩充

为“四创”教育基地，对全省

青少年免费开放，举办展览

展示、案例分享、“四创”宣

讲、参观交流等活动。

依托黑龙江省各大院校资源，团黑龙江省委联合

各单位设立青年“四创”实践实习基地，结合“扬帆计

划”等平台为青年提供实践岗位，推动将“四创”类实习

实践成果认定为创新创业学分，培育青年产品思维、创

业素养和产业孵化等实践能力。哈尔滨创意设计中心

挂牌“四创”实践实习基地以来，开展“2023 龙江创意

设计优才培养计划”，为高校、设计机构、企业的近千名

青年开展课程培训。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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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中心

学校的学生在上课前唱歌。当日，受积石山 6.2级地震影响停

课的青海震区所有中小学校全面实现线下教学。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魏哥哥！今天我们学

什么呀？”这个元旦，天津

市静海区陈官屯镇东钓台村

党群服务中心“青年驿站”

热闹极了，一个大哥哥带着

他的 10 个“孩子”玩得不

亦乐乎。

孩子们最喜爱的大哥哥

叫魏蒙，是东钓台村的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是

该村“网小青服务队”的组

建者。

2023 年以来，团天津

市静海区委升级新时代青春

版“枫桥经验”，探索出

“村委会和团组织-网小青

服务队-积分管理”合力共

建机制，实现村委会行政管

理与农村青年助力有效衔接

和良性互动，打通农村基

层团组织“毛细血管”，共

同营造出“一批青年骨干

担当，一片青年跟上”的

基层治理新局面。

目前，静海区青年助力

基层治理工作已在陈官屯镇

东钓台村、蔡公庄镇惠丰东

村和杨家场村 3个村街先行

试点，同时在陈官屯镇潘村

等 11 个村和蔡公庄镇土河

等 14 个村推广实施，形成

了青年融入并参与基层治理

的有益探索。

26岁的魏蒙在 2023年 4
月来到东钓台村后，就绞尽

脑汁想着如何用青春之力、

青春之智为村民干点实实在

在的事情。这名年轻人一次

次走村入户访贫问苦，坐

“热”了村民家的板凳，大

家也愿意跟他说心里话。

他发现，困扰很多村民

的一大烦心事是，村里外来

务工青年子女和留守儿童

多，这些孩子在学习和生活

上缺少关注和引导，“农村

‘空心化’比较严重，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务

工，要么早出晚归没有时间陪孩子，要么让爷爷

奶 奶 照 看 孩 子 ， 很 多 孩 子 缺 乏 足 够 的 关 心 关

爱。”师范院校毕业的魏蒙建起了“网小青服务

队-手拉手课堂”，利用业余时间带着村里的孩子

读书、游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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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北京有近百所高校，师生对文化

精品有巨大的需求；首都有丰富的文

化资源，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它的

精彩需要年轻人感知、传承、挖掘，

再丰满。

2023 年 5 月，北京市委宣传部、

市委教育工委创新推出了“‘京’彩文

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通过“信

仰行、红色行、古都行、文艺行、志

愿行、园区行” 6 项机制的 14 个项

目，把北京的高校师生与首都的厚重

文化连接得更加紧密，开创了文化育

人的崭新格局，打造了立德树人的“北

京样板”。

在 7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千场活动

覆盖参与试点的 16 所高校，通过“一

校一策”模式，把文化送进校园、请师

生走出校门，让年轻人沉浸式体验首都

文化；年轻人的活力、奇思妙想又给文

化中心的建设增添了青春的颜色，超过

20万年轻人与北京的文化深度连接。

红色、信仰，让大思政课
更加鲜活

在 2023 年年底举行的“‘京’彩文

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成果展示活动

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

焉祯见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

她把一本名为 《新青年觉醒年代研学行

专号》的文集送给了李乐群，这本册子

集结了她和同学参与“红色行”的记

忆，封面用了百年前出版的 《新青年》

杂志元素。

2023年暑假，焉祯和北京另外 6 所

高校的同学参加了“觉醒年代”研

学行——首都高校力量参与红色文化研

学项目，11支研学团队在中国共产党早

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以下简称“早
期馆”）的指导下开展一系列特色研学

活动。

“早期馆”还为“觉醒年代”研学行成

立了“守常研究院”，特邀中国李大钊研

究会会长朱善璐担任名誉院长，聘请李

大钊研究专家侯且岸为首任院长，《李大

钊年谱》作者杨琥等 17位活跃在学界的

中青年学者为特聘研究员，组成学术顾

问团，为研学项目提供学术指导。

焉祯把这份研学经历称之为在北大

红楼探究“第二个结合”。她说，穿行

在北大红楼等蕴藏着记忆和文化的红色

空间中，她沉浸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奋

斗的时光和岁月。

在专业学习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焉祯关注的

重点，在“觉醒年代”研学行，她承担了“‘第

二个结合’的耦合机制”这一子课题。

焉祯回忆说，在参访红楼的过程

中，她对史料的发现就像“转角遇到

爱”，她总能在各种地方遇到新材料，

比如与李大钊相关的回忆录和证明材

料，是她在校内求而不得的。在“研学

行”的过程中，常能“邂逅”一些有助

于研究思考的史料，令她如获至宝，也

拓展了她的思考与研究。

在不少参与的人看来，行动计划充

分挖掘首都丰厚的文化资源，京华大地

成为“大思政课”的最佳课堂，提高了

文化育人和大学自身文化建设的高度。

北京工业大学以“‘京’彩文化 青春

绽放”行动计划为依托，拓展学生青马班

的“大思政”教育平台。 （下转2版）

立德树人的“北京样板”

让 青 年 遇 见“ 京 ”彩 文 化

2023年 12月 31日，在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埭头镇田螺圩村，史八妹喂

李永吃汤圆。当日，田螺圩村十分热闹。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市长途跋涉 1800

公里的李永一进家门，便跪倒在已97岁高龄的生母史八妹的怀中，高兴与激

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2024年 1月 1日，在距离田螺圩村十几公里的无锡宜兴市徐舍镇虞家桥

村，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67岁老人李世英也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李世英原名

虞俊杰，两岁多时被送往上海，后作为“三千孤儿”之一被送往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抚养。

2021年，国家组织开展“团圆行动”，像李永、李世英一样的“国家的孩

子”纷纷报名采集血样，期盼能够找到自己的根。

经过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民警与江苏宜兴寻亲志愿者团队的不懈努力，李

永、李世英与远在江苏的亲人DNA匹配成功，确定了亲缘关系。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3000多名孤儿从南方多省市来到内蒙古

大草原，在当地群众的抚养下成长，成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佳话，他们也

被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60多年来，他们大多已经步入老年，很多人“人

生当知来处”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得益于2021年公安部组织开展的“团圆行

动”，以及持续完善的DNA大数据库，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孩子”寻亲成功。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