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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本 报 讯（中 青 报·中 青 网 见 习 记 者 朱 彩
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

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三农”工作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

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意见》指出，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村（社区），要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

加大选派力度。各地要选择一批乡村振兴任

务重的村，选派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按照常态

化、长效化整顿建设要求继续全覆盖选派第

一书记。《意见》强调，要严格人选把关，并从

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

平、为民办事服务四个方面明确了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的主要职责任务。

《意见》就“加强管理考核”指出，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员任期一般不少于 2 年，到期轮

换、压茬交接。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提拔

使用、晋升职级、评定职称的重要依据。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组）要高度重视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将其作为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落

地见效。强化保障支持，加强关心关爱。以真

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选派工作，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

通过驻村工作考察识别干部，对干出成绩、

群众认可的优先重用，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

的进行批评教育，对不胜任或造成不良后果

的及时调整处理，树立鲜明导向。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

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林 李若一

5 月 11 日，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公布：2020 年全国人口总量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相 比 增 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当前我国人口占

全球总人口的 18%，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10 年来，我

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尽管增速放缓，但仍然保

持了平稳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

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

期存在。”宁吉喆说。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经济

的快速腾飞，离不开人口第一大国的底蕴和积

累。但目前，中国人口的结构性挑战也越发明

显：2020 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处于

较 低 水 平 ；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26402 万 人 ， 占 比

18.70%，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6 岁至 59 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逐 步 减 少 ， 与 2010 年 相 比 减 少

4000 多万人⋯⋯

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将如何影响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人口政策该作出哪些调整

和改革？面对一系列挑战，宁吉喆提醒，“需要

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

普查是宏观政策改革的重要依据。今天公布的人

口普查数据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老龄人口再创

新高。

2020 年 ， 全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6402 万

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按省份来看，全

国 有 16 个 省 份 的 65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超 过 500 万

人，其中有 6 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 1000 万人。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超过 7%就属于老龄化社会，达到 14%就是深度

老龄化社会。“在国际上看，中国的老龄化水平

是中等偏上的。”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苏剑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加

快，“未富先老”的程度也在加深，“这对我们的

经济来说不是好事”。

人民是国家经济的创造者，人口老龄化深刻

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国家统计局原总

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

如今我国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人均寿命在

提升，这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就的一个重

要标志，但老龄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假设按照

目前这个趋势不变，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数

量可能会达到总人口的 3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

华指出，21 世纪初中国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

阶段，此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和人口结构并未

出乎预料。我国人口老龄化比例还没有达到欧

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但是老年

人口规模很大，这将给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

障带来更多挑战。

在宁吉喆看来，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存

在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

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

但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

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有 3669 万人，60-69 岁的低龄老年

人口占 55.83%。宁吉喆说，这些低龄老年人大

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

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逐步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杨菊华认为，延迟退休作为一项宏观政策

已 经 讨 论 很 多 年 ， 很 可 能 在 未 来 5 年 内 逐 步 落

地，此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或将促进退休年龄等

一系列政策的修订和完善。 （下转 2 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红利仍在

14 亿 人 口 大 国 的 新 挑 战

本报济南 5 月 11 日电（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邢婷）5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 平 给

《文史哲》 编辑部全体编辑人

员回信，肯定 《文史哲》 创刊

70 年 来 在 弘 扬 中 华 文 明 、 繁

荣 学 术 研 究 等 方 面 作 出 的 贡

献，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在山东大学青年师生中

反 响 热 烈 ， 成 为 师 生 们 讨 论

的 热 点 话 题 ， 大 家 深 感 自

豪 、 备 受 鼓 舞 ， 纷 纷 表 示 要

发 扬 山 东 大 学 文 史 见 长 的 优

势，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民族

复兴贡献力量。

山东大学团委召开专题会

议，组织兼职团干和部分青年

代 表 集 体 学 习 总 书 记 回 信 精

神，回顾 《文史哲》 杂志发展

历史，自创刊以来历代编辑人

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新时

代 的 山 大 青 年 师 生 也 不 忘 初

心、砥砺前行。

该校团委宣传工作负责人

方华表示：“知古鉴今、资政

育人，山大青年教师将牢记习

总书记的嘱托，致力于建设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一流学科，踏踏实实做学术，

勤勤恳恳做研究，努力讲好中

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采。”

在 管 理 学 院 2019 级 硕 士

研究生邵栗子看来，“研究生

是 学 术 科 研 的 生 力 军 ， 是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建 设 的 重 要 力

量 ， 总 书 记 的 回 信 为 研 究 生

求 实 创 新 、 耕 耘 学 术 、 勇 攀

知 识 高 峰 指 明 了 方 向 ， 为 我

们投身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注

入了不竭动力。”

“身为团支书，应积极响

应号召，帮助支部成员提升文

化素养；身为工科学生，同样

应 该 向 《文 史 哲》 编 辑 部 学

习，将中国精神内化于心，服

务大国工程，在理论研究和工

程 实 践 领 域 展 现 中 国 力 量 。”

山 东 大 学 齐 鲁 交 通 学 院 2017
级本科生、团支书闫邵航说。

（下转 2 版）

山大师生热议习近平给

《文史哲

》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通讯员 王 丽 吴晓菲

“这套书专门设置了‘读党史 长智慧’专

栏，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方式讲述党史。”

“参与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也是一次深刻生动的

爱党爱国教育课”⋯⋯这是近期团青岛市委在

栈桥书店举行的“青春与信仰同行”青年读书

分享会上的一幕。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系列丛书青年编辑

代表、青岛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和各行业团员青

年代表等在现场齐诵读、作分享。文创青年还

根据活动主题定制了拓印活字，参加青年读书

会的青年现场拓印制作了个性化学党史书签。

面向青少年群体，如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团青岛市委交出了一份“沉浸互

动+分类分层+服务提升”的特色答卷。

团青岛市委立足青少年特点和接受规律，

突出参与感、互动性，线上线下融合，着力把

党史学习教育做生动、做鲜活，深入各行各业

开展“青春与信仰同行”青年读书分享会，采

用沉浸互动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进一步厚植青少年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除了从书本里汲取红色“营养”，团青岛

市委还采取“实地探访”的形式，让青少年更

加深刻地了解革命先辈事迹，自 4 月开始，持

续开展“寻访红色印记 传承红色基因”青岛

青春红色寻访活动。

线下沉浸体验，线上互动交流——团青岛

市委采用青言青语，打通青少年学党史的线上

线下融合交流路径。

在线上，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与“青年大

学习·一起学党史”系列网上主题团课；建立

“学党史·正青春”微信分享群等，增强青年学

党史的参与感；依托团属新媒体矩阵，打造

“党史·青课堂”“青春·信仰”等学习专栏等。

为保证学习效果，团青岛市委分类分层动

员部署，不断拓展覆盖面，广泛开展“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

在团青岛市委机关，机关团干部带头学，

利用书记会集体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

开展“三述”等形式，带头示范、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下转 2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璐璐

在彩 云 之 南 的 崇 山 峻 岭 之 间 ， 有 一 条

全长 507.4 公里的玉磨铁路，这是玉溪到老

挝 磨 憨 的 中 老 铁 路 国 内 段 ， 也 是 中 国 通 向

老 挝 、缅 甸 、 泰 国 、 马 来 西 亚 、 新 加 坡 的

连 接 线 。 建 设 这 条 重 要 交 通 要 道的是一支

青年队伍——中国中铁四局玉磨铁路青年突

击队。

近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他们

第 25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5 年来，这支队伍驻守在云南大山深处

偏远又艰苦的施工建设一线，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克服施工组织难度大、地质条件复

杂、安全风险高等一系列困难，秉持“干最

难项目 交最美工程”的信念，在“一带一

路”上铸就世纪丰碑。

他们虽然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但是已

先后研发 5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工法及专

利，创效节流 7000 万元，建设完成世界最

大 跨 度 249 米 上 承 式 连 续 钢 桁 梁 铁 路 桥 、

154 米世界铁路“第一高墩”等一系列国家

重点控制性工程，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 扎 破 手 、 磕 破 腿 ， 吃 冷 菜 、 啃 馒 头 ，

这都是常事。”突击队员王仁义向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讲述，前期勘查施工现场，青年

突击队员每天扛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带着水

和 干 粮 ， 拿 着 砍 刀 从 半 山 腰 的 临 时 驻 地 出

发，穿越海拔落差 400 米的茂密原始森林，测

量完成直线距离 7 公里。

5 月的云南墨江山区正逢雨季，突击队员

走在热带原始森林里胸闷气喘，一边强忍蚊虫

叮咬，一边用砍刀斩枝开路。每天天亮出发，

晚上 11 点之前要返回驻地，否则夜晚会在人

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迷路。

“刚建元江特大桥时没有道路，我们花了

半年时间修建了一条 147 米的钢栈桥和 15 公里

的绕山便道，才保障了运输施工材料、机械器

具 按 时 到 场 。” 项 目 青 年 突 击 队 队 长 欧 阳 石

说，他们在山坡上修筑小台阶，靠人拉肩扛把

钢筋、模板等材料运到临时支墩施工点。

险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施工

难度大大增加，尤其是面临运输难题。

在深山里，运输材料耗时是平地车程 3 倍

以上。王仁义回忆，从山脚到山顶，15 米长的大

货车拉着几十吨的物料从“之”字山路运到元江

特大桥的施工现场，一路 40 度的爬坡，车辆随

时 都 有 打 滑 的 危 险 。即 使 是 跑 了 10 多 年 云 贵

川、经验丰富的货车司机心里也没底。可是工

程要完工，青年突击队员轮番给司机师傅做思

想工作，增加四五倍运输费挽留。

解决了运输困难，新的挑战又摆在面前。

中铁四局所承建的玉磨铁路 6 个工点的区间跨

度长达 342.34 公里，这在国内工程项目中极为

罕见。而要在沟壑纵横的峡谷地带建设元江、

南溪河、阿墨江 3 座复杂特大桥，技术难度和

安全风险更是非同一般。

世界铁路“第一高墩”元江特大桥 3 号主

桥 墩 高 154 米 ， 相 当 于 54 层 楼 的 高 度 ， 坡 度

70，桥面到江面高差 237 米。 （下转 2 版）

在彩云之南“誓把天堑变通途”
——记中国中铁四局玉磨铁路青年突击队

5 月 10 日，李卓祥 （左） 为病房里的新生患儿喂奶。

日常生活中，提到护士这一职业时，多数人先想到的会是贴心的

“小姐姐”们，但其实，“小哥哥”们在护理领域也有一定占比。男护士

们坦言：可能有人觉得男生做事粗心，这一点我们不服！对待病人，我

们同样能做到关心、细心、贴心，一点都不含糊。

39 岁的张志恩，2004 年进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从

事护理工作，如今已成长为该院的主管护师。2020 年 2 月张志恩曾作为

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湖北宜昌抗击疫情。

“ 每 当 顺 利 配 合 一 台 手 术 ， 看 着 病 人 平 安 出 手 术 室 ， 感 到 十 分 欣

慰。”张志恩说。

33 岁的刘鑫是四川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2020 年 2 月 2

日，刘鑫与同院的 9 名同事一起随四川第三批援鄂医疗队赶赴湖北武汉

抗击疫情。

刘鑫说：“重症医学科就是人们熟知的 ICU 病房，我们工作的时候

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23 岁的李卓祥是云南省曲靖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一名男护士，

于去年 7 月参加工作，平时主要负责协助医生开展对新生患儿的救治和

基础护理工作。

李卓祥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感觉自己像个‘准爸爸 ’

一样。孩子是家庭的纽带和未来，救治一个孩子，就是点燃一个家的希

望，能够护理好这些孩子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男生粗心？
男护士：我们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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