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乙巳年四月初六 今日4版 第17933期

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出版

服务青年成长 推动社会进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2025年5月3日 星期六

CHINA YOUTH DAIL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电话中继线：010-64098000 发行：010-64098482 广告：010-64098258 内容版权：010-64098443 中国青年网：www.youth.cn 中青在线：www.cyol.com

图
片
新
闻

5 月 2 日，在北京

市机器人产业园的“机

器人大世界”展区，参

观者与机器狗“小白”

互动。

“五一”假期里，人

们走出家门，尽享假日

时光。

陈晓根/摄

（新华社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安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

省，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99
项、省级非遗项目 626 项。今年以

来，安徽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进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倾力打造“非遗青年传薪者”项目，

立足共青团工作实际，整合全省团组

织资源，从典型聚焦、知识科普、技

艺体验、文旅融合等角度切入，线上

线下发力，吸引广大青年关注非遗并

为非遗创新传承赋能。

非遗“青年空间”进社
区、高校、市集

一段时间以来，安徽推动非遗项目

和技艺体验走进青年聚集的地方，让更

多感兴趣的青少年参与非遗制作。

青年教师刘琳琳是安徽建筑大学非

遗文创美育工作室负责人，带领 60 名

学生致力于非遗数字化传播。在团组织

帮助下，该工作室去年 10 月来到合肥

长丰县马郢村打造非遗青创工作站，今

年 2月入驻合肥包河区菊园社区海悦青

创空间，开设绒花课、寿州香草、葫芦

烙画等主题“非遗青年传薪者”夜校，

同时在周边商业街教授居民非遗手工，

授课老师均为在校大学生。

“有些非遗项目出现传承断代，必

须注入新鲜血液。”刘琳琳观察到，这

些活动将现代审美与传统非遗相结合，

壮大了非遗传播与创新力量，其中就有

00 后通过参加夜校对非遗产生浓厚兴

趣，并主动报名成为海悦青创空间志愿

者，积极宣传相关内容。

作为安徽池州学院的社科知识普及

基地，皖南民俗文化馆会定期迎来大学

生观摩和体验。这里陈列着农具、古床、

傩戏面具、古式教育读本等特色展品，学

生可以近距离接触农耕器具、傩面雕刻

等活态遗产，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同时，该校以常态化开展“走进地方

非遗 增强文化自信”主题团日活动为抓

手，探索非遗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路

径，带领团员青年学习非遗项目，增强他

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传承责任感。

此外，安徽在位于高速服务区、铁

路站点等处的“青年之家”设置非遗文

化展示区域，同时统筹开展非遗青年市

集品牌活动，促进非遗文旅融合，打造

青年喜爱的消费场景。

3月 21日，亳州市、合肥市两地团

组织在合肥罍街举办“点亮非遗传承之

光 共绘合亳青春画卷”青春市集活

动，吸引 3万余人次参与。其中，非遗

市集重点展示五禽戏、剪纸、拓片等代

表性非遗技艺。据了解，该市集活动将

在安徽各地市文旅街区、旅游景点、美

丽乡村等地依次开展。

亳州拓片制作非遗传承人张亚珍注

意到，孩子们会对非遗手工艺品投来好

奇与赞叹的目光，有一名青年专注地看

着张亚珍制作的非遗拓片，并问道，

“老师，我能学吗？”

那一刻，张亚珍内心涌起一股暖

流，“我们坚守的这份传承有了新希

望”。他也希望，非遗市集能持续举

办，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加强与合肥高

校间的联系，联手研发更多有价值的非

遗文创。 （下转2版）

持续擦亮“非遗青年传薪者”品牌

安徽共青团助年轻非遗传承人“出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刘世昕

不管是求职，还是创业，35
岁以下的应届毕业生，只要带

着发展的梦想来到北京市昌平

区，都可以在地铁 5 号线天通

苑站附近的“雨燕人才公寓”，

免费申请拎包入住。

几天前，正在求职的陈钰

雯通过小程序申请，当天就免

费住进了公寓。“雨燕人才公

寓”有 600套公寓虚位以待。

这项能让毕业生在求职路

上喘口气、歇歇脚的新政，是昌

平区试点建设北京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生态示范区的首批落地

项目之一，释放了昌平区渴望

人才的满满诚意。

4 月 17 日，为进一步优化

青年人才发展生态，昌平区集

中发布了一批支持政策、一批

应用场景、一批青创活动、一批

生态成果、一批管家队伍，推出

涵盖谋职、就业、创新创业三大

领域的政策包，着力打造青年

人才创新创业首善地，打造从

“第一站住宿”到“第一桶金”的

全周期服务链。

昌平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

周鸣涛介绍：“昌平区作为北京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示范区

建设试点单位之一，突出助力解

难、通快服务、黏性生态，整合区

域优质资源和相关部门力量，实

施一揽子政策措施，让青年人才

来昌平创新创业更容易。”

北京雨燕，飞行速度特别

快，也被认为是北京的象征。昌

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柴龙钢说，人才公寓以雨

燕冠名，就是希望助力年轻人

在北京展翅高飞。

位于北京天通苑的首批人

才公寓每套都设有客厅、餐厅

等共享空间，每间卧室配备两

张单人床，求职面试、刚入职、

准备创业的毕业生都能申请。

这里出行、购物、就医、体育休

闲都十分便利。

为最大限度地方便年轻人

申请，昌平区尽可能简化申请流

程和证明材料，小程序或现场申

请，审批最快可实现“上午申请

下午入住”。只要在辖区内入职，

后续还可以申请免费租住 3个
月，3个月后享租金 5折优惠。

陈钰雯是最早入驻的毕业

生之一。快捷、干净、方便、温

馨，是她最直观的感受。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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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晚，人们在云南省红河县莲花大道上参加万人乐作

舞会。“五一”假期里，各地假日文旅市场活跃，越夜越精彩。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春艳）
近日，由团天津市委、市青联，天津市

南开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善作善成

青春出列”纪念五四运动 106 周年主

题团日暨天津市科技创新青年突击队

建功行动启动仪式在天开高教科创园

举行。

团天津市委副书记成子金说：“青

年，是科技创新的先锋力量，是攻克

‘卡脖子’难题的生力军。”今年以来，

团天津市委聚焦天津市高质量发展

“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任

务，开展助力青年科学家队伍成长发

展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广泛组织发动，

成立科技创新青年突击队。截至目前，

全市已组建科技创新青年突击队近

400支，汇聚青年科技人才 5000余人，

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所长、“载

人深潜英雄”、“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

聪向年轻科技工作者讲述了自己探索

深海、突破技术难题的经历。“以科技创

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

代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叶聪说。

来自天津智清未来科技有限公

司、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天津英赛迪科

技有限公司、君和未来（天津）航空产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4位青年突击

队代表展示了最新科技创新成果，表

达了年轻人科技报国的志向。

启 动 仪 式 现 场 ，一 位 特 殊“ 嘉

宾”——人形机器人“小博”发布了“揭

榜挂帅”项目，“小博”来自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师生创办的企业博诺智能。

这些“揭榜挂帅”项目出自团天津

市委面向全市征集的项目课题和科研

成果。团天津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

保护部部长王健说：“我们力求为高

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握手通

道’，动员引领科技创新青年突击队揭

榜领题，鼓励大家加强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市场。截至目前已收集企

业项目需求 20 项，高校、科研院所成

果转化需求 36 项。此外，今年还将建

立青年科技人才库，搭建人才交流共

享平台，汇聚青年创新创业政策，让青

年科技人才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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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北 京 时 间 2025 年 4 月 30 日 下

午，红白伞花再次在空中绽放，神

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载着蔡旭

哲、宋令东、王浩泽 3 位航天员安全

回家。

“很激动”“很自豪”“动力更足

了、信心更强了”……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船安全返回的背后，有一支由

80 后、90 后姑娘组成的回收“娘子

军”，她们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508
所神舟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研制团队

中的“主力队员”，潜心守护航天员

从太空返回的最后一段旅程。

“对生命负责”

“成功着陆！”

设计师包进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飞控中心的监控屏幕，激动地说：

“大伞给力，这颗心总算放下了。”

“测试数据正常！”发射场技术厂

房里，神舟飞船轨道舱、返回舱、推

进舱三舱组合体矗立在中央，在这个

“庞然大物”面前，不足百斤的包进

进看起来更加瘦小。

每当回收着陆分系统产品测试进入

发射前的关键阶段，作为神舟飞船回收

着陆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的她，不仅要每

天扑在测试现场，确认大量测试数据，

还要利用测试间隙和休息时间赶写各种

报告材料，把产品的状态和关键数据梳

理清楚，复查到位。

“数据是判断产品状态的主要依

据。”包进进告诉记者，“每个数据都是

鲜活的，每个数据都不允许出差错。”

“航天员把生命交到我们手上，我

们就得对生命负责。”她说，“越是成熟

的型号越要谨慎，别人干分系统总体的

时候，一切都顺利，不能坏在我身上。”

“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

晾伞大厅里，一顶红白相间的伞衣高

高地挂在中间，这是试验飞行回来的“功

勋伞”，穿着白大褂的设计师隋蓉正和检

验、加工人员一起给降落伞做“体检”。

“每一顶经过飞行试验的降落伞都是

宝贵的财富。”这句话她经常挂在嘴边。

读高中时，隋蓉在电视上看到杨利

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就

在心里埋下了航天报国的种子。读大学

时，她报考了相关专业，如今负责神舟

十九号降落伞子系统研制工作。

每次飞船返回时，她心情都很激动，但

更多的是紧张，对“载人航天就是人命关

天”的体会也更加深刻。尤其在飞船马上要

启动返回时，紧张的心情会达到高峰，但随

着飞船在下降过程中逐级开伞，每一环节

都按照既定程序工作，心会慢慢变得踏实，

等飞船成功返回落地后，紧张的感觉瞬间

消失，剩下的是骄傲、自豪和自信。

“每一个设计师都把产品当成自己

的孩子”，用这句话来形容初为人母的

隋蓉再合适不过。

作为设计师，降落伞产品加工过程

中，她一有时间就去加工中心确认产品

状态，与加工人员交流； （下转2版）

铺就航天员回家路的“娘子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实习生 顾 玥

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深

化，时速可达 350 公里的中国高铁，

成为老外“打卡”中国的一张“特色

名片”。

在“中国速度”不断提升的背

后，以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冯江华为

代表的青年科研人员，30 余年来坚

持自主攻关与创新突破，推动中国高

铁实现从技术薄弱到全球领先的跨越

式发展。

近日，在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

局、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国青年报社

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组织的“强国总师

思政课”活动中，冯江华走进上海交

通大学，分享“中国速度”背后的青

春故事。

“当时我们‘韶山’电力机车时速

才 60公里，而日本新干线列车时速已

达 200 多公里。”讲座现场，冯江华身

后是一张中外铁路对比图，“邓小平同

志 1978年乘坐新干线时感慨‘像风一样

快’，这就是我们的起点”。

冯江华把中国高速列车的发展分为

起步、追赶、超越、领跑 4个阶段。20世纪

90年代是起步阶段，那时用的还是蒸汽

机车、少量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而新时

代“复兴号”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高速列

车全面进入全球领跑阶段。

要造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从零起

步研发异常艰难。团队初期采用国产快

速晶闸管器件进行试验，由于技术不成

熟，实验室频发“放炮”（元件因能量

过载瞬间烧毁——记者注）事故。

当时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以下
简称“株洲所”）领导咬牙坚持让年轻人

“试错”。1996年，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中

国首台AC4000型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进入 21 世纪，中国铁路迎来爆发

式发展。高铁要全面提速，但核心牵引

与控制技术仍依赖进口。外方仅提供制

造许可，拒绝转让关键设计技术，控制

软件由外方提供。

2007年，面对“6个月内完成大功率机

车自主牵引系统装车”攻坚令，研发团队

依托多年技术沉淀极限攻关，如期交付了

性能比肩国际水平的国产牵引系统。自主

创新的号角下，CRH380、CIT500动车组

相继问世，分别创下线路试验 486km/h、
台架测试 605km/h的纪录。

面对广域持续高速运行需求、引进

高速列车时多国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难

题，国家相关部门确定以构建自主技术

体系为核心目标，重点攻关世界最大轮

周功率单元动力、减阻降噪、互联互通

等关键技术。

以轮轨黏着技术攻关为例，团队通

过往铁轨上喷水、抹油等方式模拟极端

工况，采取控制策略创新及参数迭代优

化，最终实现轮轨黏着利用系数国际领

先。提起该技术在澳大利亚大功率机车

上的应用，冯江华很是自豪：“客户设计

的极端工况考核，我们仅用两周完成，而

国际同行耗时两个月。” （下转2版）

从起步到领跑

“中国速度”背后的“青力量”
4月 29日，李润南在课间同万古村万古小学的孩子们玩耍。

1996年出生的李润南，是云南省商务厅的一名选调生。2023年在

北京大学完成学业后，于次年被选派到乌蒙山深处的昭通市盐津县

豆沙镇万古村，开启了他作为村党总支书记助理的驻村生涯。

面对万古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李润南在历任驻村干部努力的

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协助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谋划产业

振兴的新路子。

在村里孩子们眼中，这位外地来的陌生人已慢慢变成最受他

们欢迎的“村委会哥哥”。驻村期间，他多方协调资金，改善万古村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设施条件，积极对接名校资源，邀请外地师

生远程为孩子开展讲座，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打开了看世界的一

扇窗。 彭奕凯/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