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年轻的肩膀扛起战“疫”使命

春日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一派生
机勃勃。

回想起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学
校考察调研时的场景，电子与信息学部
青年教师沈超倍感振奋。“我所在的系统
工程研究所先后云集了多位享有盛誉的
西迁老教授，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
求，激励我不忘初心，奋进致远。”

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让前进
的方向更加清晰。近年来，沈超所在
团队沿袭前辈“动真碰硬”的风格，围
绕国家对网络空间安全的迫切需求深
入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具有国际影
响的研究和应用成果。

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伟大理想感
召接续奋进。当建功立业的接力棒交到新
一代青年手中，他们早已做好准备，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奋力奔跑。

——他们用青春的智慧，攻坚克难，
勇攀科技高峰。

4项核心指标国际领先，5个领域填
补国内空白，9 项关键技术国内顶尖
——成立于 2005年的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新一代精打体系武器系统青年创新团
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无数次的失败磨砺，无数次的彻夜
不眠，关键时刻的大胆决策，毫厘之间的

心细如发——成绩的背后，是团队的艰
辛与付出。

“青春就是奋斗的代名词，百炼才能
成钢。”团队成员邹晖说。

——他们用青春的创造，推陈出新，
彰显文化自信。

只 在 网 络 端 播 出 的 B 站 跨 年 晚
会 火 了 。 2019 年 的 最 后 一 夜 ，这 台
融合了中与西、主流与新潮、传统与
现代的晚会，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文艺
创新的大胆探索。

“90 后”古风美食播主李子柒火
了。从手工造纸、桑蚕缫丝，到制作各种
家居物件，李子柒以充满浓郁烟火味道
和恬静田园气息的视频，向世界展现着
中国的乡土生活。

用全新方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
和表现形式，当代青年打开了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的又一扇窗，彰显新时代不断
开放的文化自信。

——他们用青春的胸怀，拥抱世界，
在国际舞台尽显风采。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
团以 16枚金牌、14枚银牌、5枚铜牌和
17个优胜奖，荣登金牌榜、奖牌榜、团体
总分第一。

实现梦寐以求的金牌梦后，参赛选

手黄晓呈感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创
造了大量提升技能的机会，也让他们能
更加自信地与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

族发展的最好时期。他们拥有无限可
能，也正创造无限可能。

2019年 9月 28日，日本大阪，中国
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提前一轮以十连
胜的战绩锁定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
夺得队史上第10个“世界三大赛”冠军。

“我们始终牢记每一次出征都是代
表国家，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任务和使
命。”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
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
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
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
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先锋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赞扬，是殷
殷期望，更是光明未来。

神州大地，广大青年正以昂扬奋进
的姿态书写着无愧时代的壮丽篇章。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必将在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
中成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奋进——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华章

奉献——无悔的选择融入时代洪流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写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健康素养 66条第 13条：在血吸虫病流
行区，应当尽量避免接触疫水；接触疫水后，
应当及时进行检查或接受预防性治疗。

推进健康郑州行动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又一个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无数怀揣远大理想、深植家国情怀的青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脱贫攻坚战场。这个春意正浓的时

节，他们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一往无前的执着，肩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书写伟大时代的青春华章。

2月 4日，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成员刘金鹏在
武汉抗疫前线度过了23岁生日。

“武汉的经历让我的青春更有意义。”自 1月
26日来到武汉，他一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的 ICU病房工作。除配药打针工作
外，还要负责重症患者使用呼吸机和气管插管期
间的护理、血滤病人的护理等。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大学先
后组建 4批共计 428人的援鄂医疗队，其中 35岁
以下青年282人。

有推迟婚礼的准新郎，有初为人父的青年医
生，也有孩子刚刚断奶的年轻妈妈……他们都毅
然踏上前往武汉之路，成为“最美逆行者”。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说：“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
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
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以“90后”为代表
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担当奉献，在 4.2万多名驰
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就有 1.2万多名是“90后”，
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95后”甚至“00后”。

“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个孩子了。”随广东医
疗队驰援湖北的20岁青年刘佳怡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难越向前。疫情防
控的各条战线，都能看到广大青年的身影，彰显着
抗疫战场的青年担当。

青春的速度不可阻挡——
中建三局组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建设团队仅用十余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医院建设任
务。团队中35岁以下青年2547人，占比超过六成。

青春的力量一往无前——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90后”民警徐持璇疫

情期间一直在一线忙碌，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在这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和父辈们一样去战斗，
展现青春最美的样子！”

4月 28日，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结果揭晓，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快递员潘虎名
列其中。

2010年，当时还在西藏当兵的潘虎，曾连续
七个昼夜奋战在昌都八宿县泥石流的救援一线。

如今，在疫情发生后，他又迅速组建一支“苏
宁快递青年突击队”，全力保障南京仙林近 60个
社区防疫和民生物资“最后一公里”配送。

在今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有很多
都是在疫情防控战场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有医生、护士，也有警察、基层干部、社区工作
者……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全国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他们在最好的青春年华写
就的抗疫故事将铭刻史册。

事实证明，青年一代是勇于担当、迎难而上
的。广大青年用自己年轻的肩膀，扛起了守护祖
国、守护民族的重任。那些曾经带着朝露的蓓蕾，
在疫情防控战场绽放出绚烂的青春之花。

忍痛告别重病卧床的父亲，深夜冒
雨奔向受灾群众，不幸被突如其来的山
洪夺走了宝贵的生命……黄文秀，广西
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
将自己30岁的芳华，定格在扶贫路上。

生前的她，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
会，选择回到革命老区百色工作；接受组
织安排的任务，奔赴偏远贫困山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带动 88户 418名贫困群
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

短暂的一生，黄文秀用奉献践行初
心使命，书写璀璨青春。

穷乡僻壤、贫困山村，青年一代把
梦想写进泥土，青春力量在脱贫攻坚一
线迸发出无限活力。

离开嗷嗷待哺的孩子，中天金融集
团员工谭丹走进贵州遵义市播州区团
结村，与村民一起寻觅发展路。她和 60
余名党员组成青年扶贫先遣队，白天走
村串户，晚上开会研讨。

“只有把村民所思所想所盼了解清
楚，才能找到精准帮扶的路子。”谭丹与
村民们商量扩大产业规模，在村里规模

化养猪、养蜜蜂，为村民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收入。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贵州省黔
西南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副校长刘秀祥选
择将青春奉献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2008年，刘秀祥“千里背母上大学”
的孝心与坚毅令人动容。4年后，大学
毕业的他选择回县任教。

深知扶贫必先扶智，从教以来，刘秀
祥每年寒暑假都要对学生进行家访，走
遍县里每个村庄，骑坏八辆摩托车。他
还牵线“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 1700多
人，开展公益励志演讲1000多场，以自己
的经历去召唤更多孩子努力实现梦想。

无数像刘秀祥一样的当代青年，将
个人的奉献精神融入时代洪流。

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
出志愿者徐本禹的感召下，成立于2005
年的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
接过徐本禹的接力棒，走进西部，走进
社区，走进农村，用知识和爱心热情服
务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多付出一点，就多快乐一点。”
徐本禹说。

选择奉献，就选择了牺牲。
“你退后，让我来！”生死关头，杜富

国毫不犹豫地喊出这句话。他失去了
双手双眼，也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士兵到
扫雷英雄的成长和转变。

四川大凉山，年轻的英雄们为扑灭
山林烈火献出了生命，用牺牲和奉献诠
释了什么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选择奉献，就选择了无悔。
自2002年开始，清华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连续19年选派志愿者，前往青海扎
根基层，开展接力支教工作。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
的事。”回忆起自己的支教工作，志愿者
们深深感到，在扎根西部、服务基层实
践中，收获了真知，磨砺了意志，实现了
自我成长成才。

用奉献成就自我，用奉献影响社会。
新时代中国青年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奉献者，用青春和汗水谱写一曲又
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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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顶天立地顶天立地
自信之路自信之路见证郑州见证郑州““城城””果果

棉纺路，它是一条路，也是一座城。从
荒芜之地到城市中心，它走过了半个多世
纪的沧桑之路。

1953年，国营郑州第一棉纺织厂在棉
纺路落定，郑州西区成为工业区的道路就
此开始。

唧唧复唧唧，织女当户织。梭子飞舞，不
仅纺出了郑州工业发展的“经纬天地”，而且，
也让郑州的工业化进程一下子“顶天立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棉纺路
的风光一时无两，一条街的工业撑起几乎整
个郑州，几家棉纺厂的税收超过大半个城市；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多位领
导人到这里视察，对纺织企业的飞速发展
给予高度肯定；

——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源源不断
地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也为这条

路注入了活力；

郑州崛起“纺织城”，占尽天时地利，风云

际会，乃是历史的必然。1954年把河南的省

会从开封迁到了郑州，郑州从此步入发展之

春，尤其是“二五”以后，全国开始布局轻工

业，国家把河南的项目都集中到了郑州。

一棉到六棉厂建在郑州，郑州成了和北

京、西安等地齐名的全国六大纺织基地之

一；再加上河南是棉花生产大省，有丰富的

资源，所以，郑州就直奔纺织城目标前行。

1958年，占地60万平方米的五大棉纺

织厂相继在棉纺路列阵建成，郑州成为名

副其实的纺织城。郑州六家国棉厂以超常

规的速度发展，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
“纺织行业为国家创利税 71亿元人民

币，是当年投资的 30倍。纺织业对郑州地
方财政的贡献率，最高年份曾达 60％以

上。当时有人形容郑州一个厂就至少为国
家赚了 18个棉纺厂。”曾担任省纺织工业
协会秘书长李秀明回望历史，如数家珍。

战天斗战天斗地地
历史铭记着激历史铭记着激情燃烧岁月情燃烧岁月
万丈高楼平地起。
纺织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而载入历史的纪念册。
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是郑州纺织人

永远铭记的日子，就在那一天，郑州的第一
家大型棉纺企业——郑州国棉一厂破土动
工，郑州纺织城建设的序幕从此拉开。

历史值得铭记，回放纺织城是如何
一天一个样，天天不一样，最终大变样的
吧——

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云集郑州，不
到一年时间，郑棉一厂建成试车；

1954年 4月，规模比一厂大一倍的郑
棉三厂开工建设，1955年 8月 1日，郑棉三
厂正式投产；

紧接着，第四、第五、第六棉纺织厂呱
呱落地。短短 5年时间，占地 60万平方米
的五大棉纺织厂蔚然大观。

而还原聚焦当年建设过程中的那人那
事儿，又仿佛回到了战天斗地的激情燃烧
的岁月。

骆家权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组建时的
元老，更是西郊建设的见证者。骆老是上
海人，武汉国棉一厂建厂时需要监理人员，
他从上海派到武汉。1952年，中南军政委
员会纺织局组建工程公司，当时人才匮乏，
骆家权等十来个专业人员纷纷加入。因当
时郑州已确定大上纺织厂，纺织部决定将
这个工程公司搬迁到郑州。

1953年 1月，骆家权随中南纺管局工
程公司来到郑州。随后，郑州修筑二七纪
念堂的两三百名建筑工人被并入该公司，

加上从南方来的 1000多人，组建成为一个
专业建造纺织厂的建筑公司。

这批建设者来到郑州时，正是严冬季
节。但他们坚持“先治坡后治窝”，用粗大
的毛竹在野地里撑起架子，顶上和四周用
芦席一罩，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

“一个席棚千把平方米，里面一排排的
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那时候年
轻，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苦！”老一辈
建设者对这个场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就是在这样的席棚里，建设者们一住就是
一年多，走过了郑州的春夏秋冬。直到国
棉一厂建成，才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自行车那时很少，一般人去市里只能
骑毛驴。那时，每天工作时间是 9 个小
时，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当时西郊除了
炮院、医学院正在建设，几乎一无所有，
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里玩玩，下馆
子改善改善生活。不过骑毛驴进市可不
便宜，到京广铁路要两角钱，过铁路还要
再加 5 分钱，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
不过三角钱。比较起来，那时骑毛驴比
现在“打的”还贵。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筑工人们
一年多内建成了国棉一厂。

感天动感天动地地
青春奉献者的青春奉献者的记忆密码记忆密码
棉纺路、锦艺城、AB区接合部……记

者每每穿过接合部廊桥之下再往北走就心
生“穿越”之念：廊桥、商场和小区，它们均
安放在原郑棉一厂生产车间之上。我总是
搜索着记忆，判定脚下哪个方位是当年的
布机车间——1998年的一个仲夏之夜，记
者奉命到一厂织布车间体验式采访了俩小
时。仅仅是俩小时啊，只是在车间“东游西
逛”体验，结果就被噪音和飞来飞去的棉絮
所折磨！殊不知，布机车间的纺纱工都是

“四班三运转”啊！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周
周如此，年年如此……

不仅如此，“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
身献子孙”，这几乎是大半以上老棉纺人的
命运共同交响曲，在两代人的基因里写下
了“奉献”密码！

1953 年的春天，国家实施“第一个五
年计划”，响应“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仲
根娣和 200 多名上海同乡热情高涨地报

名：到郑州去！

当时的郑州西郊，沙尘满天，土地泛

黄，仲根娣和她的伙伴们成为援建郑州棉

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曾经吃惯了白米

饭，见多了繁华的她们，在这个没有街道，

没有路灯，风整天吹得呼呼响的“荒野”，每

天吃着红薯面、高粱面。一些从南方来的

技术工人吃不消，有的又回到了上海，仲根

娣选择了留下：“我是自愿报名的，既然来

了，再闹思想走，不光荣。”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仲根娣只

是十万纺织人中的代表之一。和她怀揣同

样情怀的还有国棉一厂孔德勤老人，她

1953 年走进了正在建设的国棉一厂。“我

们刚进厂时住的是工棚，却幸福得天天像

做梦一样，一个没文化的穷孩子能当上国

家大厂的工人，我把心都织进了布里。”

轰鸣的车间不仅生产着真金白银，还

“盛产”真心英雄！

半个多世纪以来，郑州纺织行业涌现

出一大批时代先锋：创造“闪电式接头法”

的全国劳模盛婉、几十年如一日进行技术

革新的工人工程师贺友三……郑州棉纺企

业诞生了 8位全国劳模，至于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省、市劳模，标兵更是灿若星空！

壮哉，感天动地的青春奉献！温故而

知新，当下，郑州正昂首阔步挺进国家中心

城市，这一精神硬核必将继续迸发出无限

生机！

半壁江山的棉纺贡献

（上接一版）“总书记的寄语，让我
们深感振奋、深受鼓舞。”郑州师范学院
团委干部裴宏亮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共
青团工作者，将立足岗位，肩负责任，不
辱使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展示“战斗在前、冲锋在前”的郑州青年

“硬核”担当，全力做好校共青团工作，
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领会总书记
给郑州圆方集团全体职工回信精神，
五四青年节之际，总书记又寄语青年
群体，作为新时代青年职工，让我更加
坚定信念，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
量。”郑州市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
建二局中原分公司干部刘文占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牢记总书记殷殷
嘱托，时刻真情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
接续奋斗，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进程中充分发挥出青年生力军和突击
队的作用。

郑州市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巩义
市人民医院技师翟龙飞表示，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总书记的寄语让自己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
不辱使命，坚守岗位、努力奋斗，继承和
发扬五四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在岗位
上做出更出彩的成绩。”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寄语，我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卡点反复
读了多遍，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郑州市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亨利社区干部杨雪说，作为一名青年基
层社区工作者，总书记的寄语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下一步，我
将和社区全体青年党员干部一起，将这份鼓舞转化为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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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起郑大学生
分批错时错峰返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继河南大学首批学子返校
复课后，5月 3日，郑州大学发布公告明确，5月 8日起，该校启动学
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工作。

据了解，按照教育部、河南省关于返校复学工作的要求和安
排，结合学校疫情防控和工作实际，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批准，并报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教育系统工作
专班备案，郑州大学将以5月 8日为返校复学起始时间，启动学生
分批错时错峰返校工作。

据了解，首批返校复学对象为全体博士研究生、需补做实验
的毕业班硕士研究生（视学生申请情况考虑少部分急需实验的本
科毕业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以及硕士志
愿者。具体返校时间和有关要求由各学院和研究生培养单位通
知每位学生。学生返校采取本人申请、学校审批。 其他批次学生
返校时间，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和工作实际另行通知。未接到返
校通知的学生不允许提前返校。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郑轩 刘鹏 文/图）记者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郑
焦、郑开、郑机城际铁路列车已全面恢复公交化运行。

5月 1日，该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27.5万人次，创春节后单日旅
客发送量新高。5月 2日发送旅客19万人，5月 3日发送旅客20.6
万人，郑州火车站开行列车265趟，其中，开行始发高铁列车5趟、
普速列车 15趟。郑州东站开行列车 413趟，其中，开行始发高铁
列车66趟。

郑焦郑开郑机城铁
全面恢复公交化运行

郑州博物馆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成燕）如果您想成为一位文化交流的使者，请加

入郑州博物馆“传承历史 服务社会”志愿服务大队吧。记者昨日
从该博物馆了解到，为进一步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更好传承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文明，即日起至5月 31日，该博物馆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志愿者。

此次招募对象要求：持有效期内的郑州市身份证或居住证，
年龄 20~65周岁；品貌端正，身心健康，普通话发音标准、吐字清
晰，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高级职称
者优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志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愿意利用
自己的业余时间无偿为公众提供讲解、咨询和社会教育服务；有
充裕和固定的可支配时间，能定时、定量地完成志愿服务大队安
排的工作，志愿者需完成每月不少于 6小时，全年不少于 72小时
的服务。

志愿服务内容包括郑州博物馆展厅、对外巡展讲解，参与社
会教育活动，以及由郑州博物馆提供平台的其他社会服务。应
征者可登录郑州博物馆官网（www.hnzzmuseum.com）了解相
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