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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 卓

“八百里沂蒙是片红色热土，百

万沂蒙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洒

疆场⋯⋯”在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大学

生采煤队团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云课

堂”的第一课上，团支部书记王炳瑞

动情地讲述沂蒙革命历史。

全 团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启 动 以 来 ， 江

苏、福建、重庆、山西、山东等地各级

团组织，通过组织化学习，利用当地红

色资源，弘扬红色精神，引领广大青年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感悟革命精神 传承信念担当

在江苏南京，团南京市委围绕“雨花

英烈精神”这一珍贵革命资源，设置雨花

台烈士陵园北群雕、丁香树、雨花台烈士

纪念碑广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和雨花

台信仰的力量青年学习社 5 个站点。全

市各级共青团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少先

队员到各站点学习了解雨花英烈事迹、

重温入团仪式、进行主题团课学习，向青

少年传递雨花英烈的“精神火炬”，引领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结合团员青年思想特点，雨花台

区赛虹桥街道团工委打造赛虹桥青年党

史学习教育“融课堂”，以青年团干为主

力组建“虹之声”青年讲师团，录制系列

微团课。广大青年通过参观微展览、观看

微电影、参演原创话剧和历史剧等沉浸

式、体验式学习教育，增强党史学习教育

的引领力、感染力和穿透力。

连日来，福建各级团组织围绕“苏

区 精 神 ”， 深 入 开 展 团 员 青 年 实 践 学

习，引导青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由团福建省委主办的“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主题团队日活动在中央

红军长征最远的出发地——三明市宁化

县 举 行 。 活 动 中 ，“ 青 年 讲 堂 ” 组 织

“三明后生仔宣讲团”带领青年走进宁

化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寻访国家一级

革 命 文 物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军 用 号 谱》，

聆听红色故事，重温入队、入团誓词。

在福建南平市，建瓯市迪口中学少

工委组织青少年参观西坑老区闽浙赣省

委 驻 地 纪 念 馆 ； 政 和 县 30 余 名 团 员 、

少先队员到东平镇凤头村参观中共政和

第一支部旧址，通过“一同参观、一起

缅 怀 、 一 个 仪 式 、 一 首 红 歌 、 一 堂 团

课 、 一 个 感 悟 、 一 张 合 影 ” 的 “ 七 个

一”形式进行打卡活动。

重温峥嵘岁月 找寻奋斗方向

重庆共青团依托红岩精神，组织全

市 3393 个团工委、66069 个团支部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下转 7 版）

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引领青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共青团党史学习教育传承弘扬红色精神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电（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杜沂蒙）4 月 26 日，由共青团

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

合推出的“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第十一季第七期上线。

“双十协定”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协

议 ？1948 年 中 共 中 央 的 五 一 劳 动 节 口

号是什么？本期“青年大学习”网上主

题团课“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

民 ” 聚 焦 《政 府 与 中 共 代 表 会 谈 纪

要》，即“双十协定”，带领广大团员青

年一起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截至 4 月 25 日，第十一季第六期直

接 参 与 学 习 互 动 的 人 数 为 44612880
人，总点击量为 69247374 人次。

“青年大学习”题库新增“党史答

题活动”，请到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参与

答题，巩固党史知识，检测学习效果。

“青年大学习”：

一切为了新中国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宁 迪

在团山西省石楼县委社会

联络部挂职的刘辉去年收获了

一个昵称——“小辉辉”。

这个亲切的称呼是一群十

多岁的小学生给他取的。每天

放学后，这些孩子背着书包，

准时走进刘辉负责的“四点半

课堂”，拿出书本，在这里度

过回家前的时光。

2019 年，石楼县政府集中

将 174 个自然村易地扶贫搬迁

至 灵 泉 镇 岔 沟 村 ，860 户 家 庭

走 出 小 山 村 ，住 进 楼 房 ，成 为

“龙山水岸”社区的新市民。

在 3400 名 新 市 民 中 ，有

120 多名小学生的父母大多务

农务工，每到下午放学，有的进

不去家门，只能在外面“放羊”；

有的是留守儿童，常年和祖辈

生活在一起。如何辅导孩子的

学习，成了许多家长忧心的事。

“四 点 半 课 堂”
助孩子提高成绩

孩子们的居住条件好了，

但怎么满足其精神需求？

为了让易地扶贫搬迁的孩

子融入新环境，提高学习成绩，

去年 5月，团石楼县委联合石楼

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在“龙山水

岸”社区开设“四点半课堂”，给

孩子们提供公共空间，使他们

在放学、假期时有可以写作业

的地方。这是石楼县易地搬迁

社区中第一个“四点半课堂”。

刘辉是“四点半课堂”负责

人，几年前，他和几名年轻人组

建志愿者队伍，去一些村子探

望贫困家庭时看到，许多孩子

只能趴在家里的小饭桌上做作业；有的孩子和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遇到不懂的问题时，不知道找谁讲解。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问题——文化课基础弱。有的

孩子上了小学，却连 3+2=5 这样的简单算术题都很难

理解。很多家庭以前处于贫困阶段，拿不出钱为孩子报

辅导班。

“四点半课堂”对外的名字是“青少年社区空间”，

100 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分设图书室、心理辅导区和活动

场所。 （下转 2 版）

易地扶贫搬迁孩子和志愿者在这里一起成长情满

﹃
四点半课堂

﹄

4 月 26 日，上海芭蕾舞团演员排练原创芭蕾舞剧 《宝塔山》。

据悉，上海芭蕾舞团将于 5 月 7 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原创芭蕾

舞剧 《宝塔山》。《宝塔山》 聚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爱国

青年，讲述他们的进步成长，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胡 宁

从 江 西 景 德 镇 东 收 费 站 出

发，沿着景婺黄高速向东行车 1
个多小时，就到了上饶市婺源县

江 湾 镇 篁 岭 村 。 2006 年 景 婺 黄

高速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吸引来

的车流和人流，给篁岭景区发展

带来了新机遇。

篁岭村藏于婺源东部黄山余

脉之中，海拔 500 多米，数百栋

徽派古民居依山势错落排列在百

米落差的坡面上。一条近 300 米

的“天街”穿村而过，街旁密布

茶 坊 、 酒 肆 、 书 场 、 砚 庄 和 篾

铺 。 一 批 甲 路 油 纸 伞 、 婺 源 龙

灯、龙尾歙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在街里巷间制作、传授工

艺绝活。

40 多 年 前 ， 这 座 古 村 交 通

不便，地质灾害频发，一度陷入

缺水缺电、人走屋空的窘境。十

几年前，吴向阳从一张摄影作品

中发现了深山中的篁岭古村。这

位土生土长的婺源人当过兵、做

过公务员，试图通过旅游开发的

方式将这座“半空心村”从濒临

消亡的边缘拽回来。

以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全村

整体搬迁，给篁岭开发提供了初

步思路。吴向阳在山脚下建了篁

岭新村，用新村换老村、新房换

古 宅 的 方 式 ， 把 村 民 “ 迁 下

去 ”。 这 名 景 区 负 责 人 琢 磨 着 ，

等到古村完成规划建设、风貌修

缮，开始运营时，再有选择地把

部分村民“请上来”。

山居条件下，篁岭村民凿窗

支匾晾晒农作物，无意间造就了极富特色的“晒秋”民

俗。复原和发展“晒秋”民俗，建设系列“晒秋产品”

成了篁岭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大卖点。

“2014 年 篁 岭 景 区 试 运 营 ，开 门 迎 客 仅 一 年 时 间 ，

游客数量增长了 50 余万人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打

造‘ 晒 秋 IP’。”篁 岭 景 区 总 经 理 张 宁 介 绍 ，运 营 几 年

后 ，篁 岭“ 晒 秋 ”打 破 季 节 性 制 约 ，不 限 于 秋 季 ，春 晒 山

珍、夏 晒 果 蔬、秋 晒 粮 食、冬 晒 熏 腊 ，四 季 延 绵 有 序、精

彩不断。

“晒秋”成了村民江春花谋生的方式。靠每日在屋

顶晾晒果蔬、腊肉，这名 61 岁的妇女每月有 2000 多元

的收入。 （下转 7 版）

从濒临消亡的边缘拽回江西篁岭村乡村旅游火了百年古村

本报评论员

今天，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名的
《中国青年报》 迎来了 70 岁的生日。
对标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以问
题为导向，中国青年报社 （以下简称

“中青报”） 新老报人共话传承创
新，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结合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
育，把报庆日作为办实事、开新局的

“融媒云厨”改革再出发日，初心不
改，云速飞翔。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践行

于一代代共产党人青春无悔的使命担
当和真抓实干中。近百岁高龄的贺敬
之日前接受专访时，谈及用手机关注
中青报全媒体平台内容，深情回忆因

《雷锋之歌》 与中青报结缘的往事，
同时也表达了对中青报继续服务青
年、加强思想引领的美好祝福祝愿。

1951 年 4 月 27 日的中青报创刊
号就承诺，要“对广大青年与青年团
员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重要问
题，经常加以评述”。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上，有一篇放大
的中青报20世纪60年代作品——《为

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用这种方式，
新闻作品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论雷
锋”“人生观大讨论”“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以青春之我成就青春中国”

“人生的路如何越走越宽”“强国一代
有我在”等等，一代代青年被时代楷模
和精神路标感召，用奋斗的青春奏响
了一个个时代最强音。

70 年，作为团中央机关报，中青
报始终紧跟党走，传播党的主张，服务
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始终与时代
同行，为青春喝彩；始终与新中国同频
共振，与青少年一起奋斗；始终把为党
育人、服务大局、服务全团、服务青年，

作为自己的职责使命。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2018年以

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团中
央书记处决定，中国青年报社与团中央
实业发展中心、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深
度融合，组建新的中国青年报社。

新的中青报顺应新时代新要求，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中青报
全媒体平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全面从严治报抓管理，
全媒体融合改革促发展，从理念到行
动，从形式到内容，自我革命，全面
转型。采编主力军挺进互联网主战

场，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全媒体人
才队伍，创制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融媒
爆款精品。小而美的经济适用型“融
媒小厨”，正在升级为“融媒云厨”，
成为 2020 年全国媒体深化融合改革
典型案例之一。

今天的中青报，拥有《青年参考》
《中国青年作家报》《青年时讯》等子
报，拥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青年
网和中央主要新闻网站中青在线，拥
有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和多个社交媒体
矩阵终端集群，拥有以全国校园媒体、
创业社团、职业教育联席会为基础的
大学生成长平台。 （下转 2 版）

初心不改 云速飞翔
——70年风华正茂中青报“融媒云厨”再出发

4 月 26 日 ， 广 西

桂林毛竹山村，39 岁

的 村 民 罗 玲 玲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 前 一 日 ，

在 广 西 考 察 调 研 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罗 玲

玲 家 中 ， 与 她 和 家 人

进 行 了 亲 切 交 谈 。 罗

玲 玲 说 ， 直 到 现 在 都

觉得很兴奋。葡萄种植

是 毛 竹 山 村 的 农 业 特

色 ，罗 玲 玲 家 2002 年

开始种葡萄，现在有 12

亩 葡 萄 地 ，一 年 有 10

万元左右的收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董碧水

“今年第一批笋干顺利出炉，品相

很好。”曹正跃将好消息发到沙畈乡村

干部微信群里。这是他今年采购新的

烘烤设备后，制出的第一批笋干。

曹正跃是浙江金华市婺城区沙畈

乡辽头村村主任。沙畈乡森林植被丰

富，盛产毛竹。出笋时节，沙畈百姓人

均每日可挖笋百斤以上。但由于沙畈

地处婺城南部山区，鲜笋本身生长周

期短，受运输条件限制，村民挖笋售笋

的利润难以达到最大化。

为进一步发展“笋经济”，帮村民

走好“致富路”，曹正跃邀请沙畈乡领

导和村第一书记共同研讨，尝试将沙

畈鲜竹笋制成笋干，后来取得成功。

“下一步，将通过向村民购买鲜笋、

由村民参与笋干加工等，拓宽村民就业

渠道、增加村民收入。”曹正跃说，将以

点带面发展“笋经济”，走好“致富路”。

婺城区打造的“三服务·婺城家服

务”2.0版，力求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

成了浙江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

缩影。

产 后 躺 在 医 院 病 床 上 ，金 华 市

民刘女士用 10 分钟就填好了信息登

记 表 。1 小 时 后 ，她 需 要 的 新 生 儿 出

生 证、落 户 登 记、新 生 儿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登

记 等 9 个 事 项 全 部 办 完 。从“ 九 件 事 ”变

成“一件事”、从“各跑一次”到全程“无证

明 ”的“ 零 跑 腿 ”，这 得 益 于 金 华 的“ 无 证

明城市”改革。 （下转 2 版）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证通办”

浙江：“为群众办实事”推动政府职能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