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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需要榜样，每
一个时代，也有年轻一代需要担起的责任
与使命。最近忙里偷闲，拜读了《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感触良多，也深深为习总
书记吃苦耐劳，心系群众，有理想、有担当，
并勇于坚持梦想的高尚品质所折服。他的
精神也鼓励了像我这样工作在农村一线的
年轻人。

2010 年，我们家有几个亲戚在家乡成
立了村民与城市资本的经济联合体，希望
能够通过现代化企业管理，实现农村产业
化经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公司成立的
初衷很简单，想要依托城市资本，与村里的
资源优势对接，再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农民
增收共同致富，现在看来卓有成效。在近
几年的发展中，公司先后成功引进资本，孕
育出了几个不错的品牌，如哈达谷蜂蜜、哈
达农庄生态养殖厂、腊普河谷葡萄酒，而家
乡的村民，也由于这一系列的品牌引进，家
庭收入大大增加，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
问题，劳动量大大减少，收入却提高了。

2014年，作为当时村里仅有的三两个大
学生之一，我加入了这个团队。细细想来，
扎根农村已是第四个年头，和习总书记一
样，刚开始的时光是迷茫的，只是抱着想为
家乡父老改善生计的想法。没有经验，大家
似乎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幸的是，我们和
村民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所开展的工作
都能得到村民的鼎力相助，使得工作得以顺
利开展。这是扎根农村工作中，一次又一次
让我们感动的地方。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
我们心系群众利益的初心一直没变。

关于农村基层工作，或许没有光鲜的
外在，但却有着极丰富的内在。它要求的
是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吃苦耐劳的品质
和一种不离不弃的精神。不得不说，作为
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人都是高姿态的，极
少有人能够做到放低姿态，谦虚做事。我
也花了一段时间去改变自己这样的态度，
去培养低头谦虚做事的习惯。现在的我，
已经适应了和村民一起做事，把自己当成
他们当中的一员，也很乐意把自己的所学

教给他们。
选择了农村的工作，就选择了相对于

城市而言较为艰苦的环境，考验的是一个
人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能够坚持自
己的梦想的毅力和耐心。但也正是这样的
环境，才能真正考验一个人，所谓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我和我的领导、同事们，
一直坚守着初衷，相信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会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以后，我
们一定会感谢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因此，
作为工作在农村的年轻人，不仅能够吃苦
耐劳，还要有坚持梦想的恒心，在埋头苦干
的同时，也要仰望星空。

说到时代担当，我想每一个年轻人应
该做到的，首先是做一个对自己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认真负责，对
自己所做的事脚踏实地，认真完成。其次，
做一个对他人有责任心的人，尽自己所能
施助于需要帮助的人。做对他人、对社会
有用的人，应当做个乐于奉献，乐于付出的
人。习总书记就是这样的人，并且小小年

纪就拥有了“解衣推食”的情怀，同伴中他
是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
的知青。也正是因为在艰苦环境中的坚
持，才使得他成为了人上人。相比之下，我
们做的相差甚远，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是
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始终坚守并追随的目
标。

认真踏实的付出总会带来令人欣慰的
结果，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确实看到了家
乡的群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精准扶贫
的政策大背景下，许多乡村企业得以快速
发展，产业推动扶贫之路日见成效。老百
姓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自己家
门口就可以赚到钱。我们的团队也在努力
地规划着家乡的产业发展和乡亲们的未
来，希望将来能够共同发展，过上更美好的
生活。

这是最好的时代，我们拥有最好的榜
样，或许我们做的显得微不足道，但相信每
个年轻人都能担起使命，定能共同造就中
国广大农村更美好的明天。

大家都知道，巴顿将军有这样一段警世名言：“看一个人成功的标准
不是看他现有的地位与高度，而是看这个人曾经掉入谷底后的反弹
力”。所以说，习总书记在陕北的七年知青岁月也同样验证了这句真理。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采访实录中，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何毅亭详细地表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
背景。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送往条件艰苦的偏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习总书记也是这个大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和其他多数学生不
一样的是，他有一个“黑帮子弟”的“头衔”。所以他当时承受的精神压
力可能要比其他知青更加沉重。

年仅15岁的习近平，并没有抱怨世态炎凉，也没有随波逐流，无所
事事。反而逆流而上，积极进取。最值得我们这代青年学习的就是他
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坚持看书学习。据另外一位知青艾平回忆，当时
知青读书学习分为四类：一类知青受“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的影响
直接放弃读书学习；有一类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而
只看理科类；有一类只读当时最流行的马列和毛选；最后一类是真正
爱读书的，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大量阅读学习，
习总书记就是属于这一类。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好习惯，在1974年4月的某一个夜里，习近平在
煤油灯下看到了《人民日报》介绍四川人民推广利用沼气的相关报道。
仔细读完这篇报告的他心潮澎湃，难以入睡。陕北缺煤少柴，交通不便
甚至还没通电。要是可以像四川一样用沼气烧饭照明该多好呀！第二
天，他毅然决然地翻越五十多里的山路到延川县找领导申请去四川学习
制造沼气，领导同意了他的申请并派遣了六名同志去四川学习。来年学
成归来的习近平带队建立了延安第一个沼气池，解决了人民最迫切的需
求。1974年8月，延川县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与此同时，《延安通讯》发
表《取火机》详细介绍习近平在梁家河建设沼气的事迹。

采访实录中艾平感叹道：“当时所称的再教育，知青们可能并不是
被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和革委会所教育，而是现实生活本身，是与农
民一起生活劳作的经历教育了当时的知青们。”到陕北插队学习的习
近平可能也认识到陕北最大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的矛盾，而是人与艰
苦自然环境的矛盾。还有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在当村支书的时间里为当地村民解决
了许多实际生活的问题。因此，曹谷溪的采访实录反应说：“习近平才
华初现，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在
此期间，他以身作则在完成行政工作的同时还与农民一起修梯田、打
土坝、植树造林，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离开陕北身居
高位，他依旧心系黄土地的乡亲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实录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知青上山下乡做了比较客
观的评价，其中表述说：“至1981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共计1600
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
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和
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习总书
记正是身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逆水行舟，越游越勇，最终实
现了自己建设祖国的伟大抱负。

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
县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与当地百姓一块吃、一块住、
一块干、一块苦，当了整整七年农民。上山下乡，是那
个时代所要求的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习近平接受艰
巨挑战，一步一步迈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
想关这“四关”，将青春燃烧在了革命圣地广袤的黄土
地上。七年知青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留下了他为
基层人民奋斗的青春记忆，留下了充实、温暖、持久、
无悔的青春回忆。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
长在新中国的总书记，从一名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做
起，他在各种岗位上历练过，七年的知青生活，增长了
他的工作经验积累，成为他人生中丰富多彩经历的一
部分。

这七年的工作生活经历，恰恰是他人生“底气”的
根本来源，因为逆境才是检验一个人意志的试刀石，
青年习近平面对的苦与难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正
如一位受访者说的：“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
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他毫不气
馁，而是砥砺前行，深深扎根黄土高原，在山沟沟里同
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七年的岁月，让他更加
深入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底层农民的生存状

况，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甘苦，扎深了根基，
接足了地气。习近平总书记曾自述：“7年上山下乡的
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历史地看，基层沃土确
实成了青年习近平练就过硬本领、淬炼坚强党性的

“大熔炉”，在他治国理政的各种理念中，则深深留下
了扎根中国大地的明显印迹。

能够在40年后的采访中，回味起过去的岁月，仍
然如数家珍，所有记忆不褪色，可知青年习近平在当
知青的光阴里，留下了多少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就
算自已身处困境，仍能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
他的人格让人感佩。在基层汲取丰厚的精神滋养，不
负青春韶华，这应当理解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的一条主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
的历史起点，是中央党校编辑出版该书的一个主要目
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是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精准扶贫工作，就是其中一个关键
性环节，读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读书本身，而要从中找
到信念、找到理想，鼓励青年在基层绽放光芒、健康成
长，为自已找到明确的时代坐标，养成肯吃苦、善做
事、爱读书、接地气的时代人才，真正扎根中国大地，
扎根人民群众，谱写青春激情的华彩篇章。

七年磨砺，七年成才。习总书记用他
的七年青春，谱写了一曲扎根基层的赞
歌。

在担任大学生村官的第三个年头，浅
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更加坚定
了我扎根基层的信心。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虽然我只是最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但
也始终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在
做事。

和习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相比，我
的村官生涯没有他所经历的那么平凡而伟
大，也没有像他那样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
大事。但是，我用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平平凡凡而不庸庸碌碌。

我是一个来自金沙江边的纳西族姑
娘，现任德钦县云岭乡查里桶村大学生村
官。2015 年 11 月，我来到了这个离家 400
多公里的小山村。从此，每一天，我都在
用心感受这里的每一份乡情，感悟在这里
每一刻体验到的心情。因为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因为我喜欢农村安静、平和、质
朴的生活；因为我喜欢和老乡们畅谈的快

乐感受；因为我想在这片土地挥洒自己的
汗水，奉献自己的青春……所以，当收到录
取电话的第二天，我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
新的征程。

怀着无比期待和欣喜的心情，来到这
个名叫查里桶的小山村。然而，下了客车
后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里所有的一
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山上几乎没有树木，
只有光秃秃的石头；没有想象中的大坝
子，也没有想象中的绿树成荫……一切都
与我心里所想的相去甚远。正惆怅时，一
位老乡上来与我讲话，向她讲明我不会听
她说的藏语后，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我
交谈，知道我的来意后，热情地带我来到
了公路上边的村委会，还帮助我搬行李。
怀着造福人民的初心，就这样在这个小山
村里开始了我的村官工作。

在这个藏族村落里，我认识了和蔼可
亲、心地善良的村支书阿娣，大家都亲切
地叫她“阿梗”，藏语里是受人尊敬的阿姨
的意思。她手把手教我写简报，写党建材
料，处理村务，时常带我去各个小组入户

了解农户的基本情况。她是我到村里的
第一位 老 师 ，也 是 我 最 尊 敬 的 长 辈 之
一。她做基层工作有好多年了，熟悉村
情，熟悉村里的每一位老乡，熟悉村里的
每一片土地。在她的耐心教导下，我接
触到很多，也学会了很多。她们那一代
人没有接触过电脑，基本不会操作电脑。
但阿梗有一份执着，不会就学，不懂就
问。她会和我交流，会通过手机查询的方
式学习。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不耻
下问”的品质，不能怕丢了面子，要是怕丢
面子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她的这种精
神，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也切身
体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不怕困难的
精神。

记得有人说过：“好朋友、好闺蜜是一
辈子的。”在这里，我遇到了聪明伶俐、待
人友善的阿瓦姆，一个美丽可爱的藏族女
孩，她是我在这里的第二位老师。她教我
常用的藏语，教我如何与藏族老乡打招
呼；我们每天约着一起去晨跑，晚上一起
看书学习；周末她邀我去她家吃饭，让我

结识到更多朋友……她不仅是我生活中的
老师，更是一辈子的好闺蜜、好朋友。

我刚到村里工作时，正好启动精准扶
贫工作。我又遇到了一群可爱的扶贫工作
队员：乐于助人、积极乐观的发哥，已为人
母、永远阳光心态的小李姐，酷爱运动的
小王哥，性格直爽的强哥……在与他们共
事的过程中，让我比之前更加懂得如何为
人处世，如何开展好扶贫工作，如何让自
己强大起来。

大学生村官生涯，虽然使我不能经常
回家看望远在老家年迈的父母，不能时常
回家与他们团聚，有幸的是父母很理解
我，也支持我，这让我更加积极乐观，更加
热爱基层工作。

相较于习总书记的七年艰辛基层生
活，我的大学生村官生涯并不算什么，甚
至不值一提。可我们有着共鸣，有着同样
的坚定信念，为群众做实事是我们始终不
渝的信念，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
心一意为民办事。相信，珍贵的记忆虽然
沉淀在流年岁月中，但绝不会褪色。

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做有担当的年轻人

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
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当知青。知青这七
年，习总书记将青春燃烧在了贫困的农村，为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做
了最好的注脚。“青年时代，选择了吃苦也就
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在
认真读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以及结合
自身回农村创业的实际，让我对习总书记对
青年的寄语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

2014年，为了方便回农村照顾出车祸致
残的父亲，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我休学回
到香格里拉创业养豪猪。同样是到农村，但
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村生活、卫生、
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不用像青年习近平
一样过“跳蚤关”、“饮食关”，但同样必须得过

“劳动关”和“思想关”。“劳动关”还能忍受，大
不了晚上给自己疲惫的双脚、双肩按摩放松
一下，可是我差点熬不过“思想关”。

当听到我要回农村创业养豪猪时，身边
的同学和亲人都说：“女孩子不好好找份安稳
的工作，瞎折腾什么，而且你好不容易读到研
究生，来到省城昆明，完全可以在这个大城市

找到一份体面的让人羡慕的工作，你却又要
回到寒冷缺氧的迪庆高原去养豪猪”。当时
我默默接受了身边同学和亲人泼来的冷水，
心想着国家都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你们不
支持我回乡创业其实是关心我，让我少吃点
苦吧。但我坚信青年时代选择了吃苦也就选
择了收获。

回到家乡我注册了合作社，并发动周围
的父老乡亲加入我的合作社一起养殖豪猪，
可刚开始没有人看好我，没有人原意加入我
的豪猪养殖合作社。有的人认为我读书读傻
了，有人担心养不好豪猪会赔钱。于是我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给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
看：盖圈舍、购买种猪、雇佣工作人员、奔走于
各个部门之间办理相关手续，找人借钱、寻找
贷款……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一道又一道
的坎，但是我想起了习总书记的青年寄语：

“青年时期多经历一些摔倒、挫折，有利于走
好一生的路。”感恩创业初期的坚持，因第一
批豪猪饲养成功后，我创办的沃夫公司便同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尼西乡、格咱乡、东旺乡，
维西县永春乡，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黎明

乡，怒江州泸水县，保山市昌宁县，腾冲市新
华村，楚雄州昙华乡等14个乡镇建立了豪猪
生态养殖和良种供应关系，带动这些地方群
众开展豪猪生态养殖实现脱贫致富。先后在
香格里拉市有关乡镇开展豪猪养殖技术培训
8批400多人次。

我的创业项目及公司曾在 2016 年共青
团云南省委主办的第三届“创青春”大赛中获
银奖，同年经团省委推荐参加共青团中央、农
业部等主办的“盐商杯”第三届“创青春”全国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银奖，我个人被共
青团迪庆州委授予“农村致富带头人”荣誉称
号。团中央以及浙江澳创集团以我创业故事
为原型拍摄了“创青春”系列励志电影之《达
拉的青春》，向更多创业的青年人展现创业的
艰辛、执着、奋斗和出彩的青春。通过团中央
组织的创业大赛，浙江澳创集团董事长孙玉
涛决定作我的创业导师，不仅投入490万元
的天使资金帮助我发展豪猪养殖，还带着我
跑市场，教我商业谈判，准备扶持我把豪猪产
业做大、做强，我梦想着自己最终成为豪猪行
业的独角兽。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希望有更多的大学
生能和我一样回乡创业。在未来的创业路上
我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一直奋斗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前沿，带动周边地区更多
的精准扶贫户发展豪猪养殖脱贫，让青春在
创业途中绽放芬芳！

 万 悦

谱写一曲扎根基层的赞歌
● 李 凤

逆水行舟 越游越勇
 鲁茸江参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感悟颇深。习主席酷爱读
书。在那个知识和书本都非常溃乏的年代，青年习近平背
井离乡，经常饿着肚子，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夜晚还在
自做的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甚至连微弱的灯火薰黑了脸
宠也全然不知，读下乡时背来的两大木箱子书和到处借来
或找来的书籍看，有中外政治历史，国内外文学名著，诗歌
及古典书籍。不仅酷爱读书，还爱做笔记和分享，真可谓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年方十五的少年，
独自离开北京城到穷、困、饥、寒、脏、累、偏的延川公社梁
家河村去体验贫下中农的生活，而且还背上了“黑帮子弟”
的政治黑锅，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苦读书，读好书，如饥
似渴地从书中寻找光明，寻找真理，积蓄能量，了解中国和
世界都曾有怎样的历史和发展规律。饱览群书，体察民
情，让年少的习近平就站得高，望得远，发奋图强，立志为
梁家河村的老百姓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的老百姓谋福祉。

青年习近平特别善良。梁家河村有个小孩叫“灵娃”，
智力上有缺陷，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
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把，乱开玩
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
拿他开心，乱开玩笑，逗他出丑。让灵娃爸和妈没想到的
是，习近平一直对灵娃很和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
个孩子。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
候，青年习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
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习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
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当时的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
看在眼里，灵娃爸和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
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原以为灵娃会惹恼习近
平，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习近平在那
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几年以后，习主
席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
告别。灵娃爸和妈哭得最伤心。1993 年，习近平第一次从
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灵娃爸已经去世了，
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习近平知
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
钱。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感悟颇深。习近平沉得住
气，有大使命，一心为老百姓着想。面对种种困难，别的下
乡同学或上学，或转干，或参军，都陆续离开了农村，唯独
习近平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急不躁，学习和引进沼气烧
饭照明，兴修水利，打水井修公厕，办“铁匠铺”，引“代销
店”，带领农民致富，教农民识字，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
想，关心困难户，救济残疾人，处处留心，心系百姓，调解矛
盾，积极入团，申请入党，担任村支书，勇挑重担，出谋划
策，一呆就是七年。临别时，老百姓悉数自发送他送到村
口，依依不舍，泪水涟涟。

习主席出身革命家庭，从小就有爱国报国的情怀，扎根
黄土地七年，养成了坚毅吃苦独立自强的性格，七年的知
青生活，让习主席立志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终身。
读完书，我调整了“三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更要发奋
图强，肩负起责任，爱岗敬业，爱人爱已，真心向习总书记
学习，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发奋图强 做一名合格的公民
● 戴小斌 ⦾ 饶 礼

明确坐标 扎根群众 谱写华彩篇章

让青春在创业途中绽放芬芳
 何永群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我们再现了青年习近平扎根黄土高
原，在山沟沟里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
的历史画卷。青年习近平的苦难人生，为“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
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
春回忆”做了最好注脚。

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
青年人，更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在青春时代就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
生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先后8次写入团申请书，先后10次写入党申请
书，不屈不挠，饱经周折方才入团入党。理想信念犹如定海神针，心中
有信仰，脚下才会有力量。自然环境、劳动环境、生活环境乃至政治环
境风霜刀剑严相逼下，他毫不气馁，砥砺前行，从15岁刚来到黄土地时
迷惘、彷徨，到22岁离开时，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这句话在
习总书记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恶劣的自然条件、繁重的劳动生活和
严酷的政治考验，磨练了其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奋斗精
神和勇于担当的品格风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多读有字
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到基层、到西部、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从一开始就扣好人生的扣子；要树立与这个时
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
志勤学、刻苦磨练，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这些
重要论述，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的人生感悟，为当代青年成
长成才道路标注了鲜明的时代坐标和基层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
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什么是当代青年的时代际
遇与机缘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他勉励广大青年努力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
任务只有积极组织动员和服务引领广大青年创新创业创优，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把激昂青春梦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将激昂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的实践中
●汪志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