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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工委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
国共有少先队员1.13亿名，中小
学 校 少 先 队 大 、中 队 辅 导 员
305.4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6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9 万个、中
队287.4万个。

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

新华社北京5月 31日电 6月 1日
出版的第 11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文章强调，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教

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作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确立到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推动

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格局性变化。

文章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

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

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

影响力。建设这样的教育强国，必须全面

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

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

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

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

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

文章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

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正确处理支

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知

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养人才和

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有序和激发

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

经验的关系。

文章指出，如期建成教育强国，任

务艰巨、时不我待。第一，坚定不移落实

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

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思政课建

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加强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

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

体系。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

空间和阵地。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

人才的支撑作用。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

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完

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

模式。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培育壮大国

家战略人才力量。第三，提升教育公共

服务质量和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

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优化区域教育资

源配置，持续巩固“双减”成果，深入实

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提升终身学习

公共服务水平。第四，培养造就新时代高

水平教师队伍。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

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教

师培养培训质量，统筹优化教师管理与

资源配置。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

位、职业地位，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

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第

五，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

心。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

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影响

力、竞争力和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教育

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

多中国力量。

文章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

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

略支撑。要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

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 快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雅娟）
5 月 30日，共青团中央牵头举办的 2025年

“端午诵经典·文脉黔行”主题文化活动在

贵州铜仁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

记阿东，贵州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马汉成出席活动。

活动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两个

结合”根本要求，按照团中央“青春传承中

华文脉”工程部署，推出“天问端午·山水之

韵”、“文脉悠悠·先贤问道”、“红色传承·青

春筑梦”、“薪火相传·山河共诵”等篇章，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名篇诵读、戏剧演

绎、非遗展示、交流互动等多维艺术呈现，

融贯中华传统经典、红色革命文化、贵州地

域特色，引领青年增强文化自信、赓续中华

文脉，展现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的文化篇章。

活动现场设在铜仁市中南门古城，和

历史地标跨鳌亭隔江相望。以屈原《天问》

开篇，与李白“时空对话”，演王阳明“龙场

悟道”，迎徐霞客“笙歌而来”，诵李莲碧“题

梵净山”，读林则徐“贵州即目”，青少年与

先贤情境交融、文思共鸣。以《芦笙侗歌》、

《非遗傩韵》、《诗酒黔风》等表演，生动展现

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和非遗魅力。以《赤水长

歌》、《家书燃炬》、《凌云剑气》等节目，深情

演绎红军将士、革命先烈的初心使命和英雄

气概。以《童韵传薪》、《新千字文》、《清香抹

茶》等旋律，充分彰显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

青少年奋发有为的昂扬状态和精神风貌。在

舞台上下激情共诵李大钊《青春》的朗朗合

声中，中华文脉与黔山秀水交相辉映，家国

情怀与青春使命熔铸一体。 （下转2版）

共青团中央在贵州铜仁举办 2025年
“端午诵经典·文脉黔行”主题文化活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范 雪
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 凌 萌

新时代以来，广大少先队员在

少先队这所大学校里立志向、修品

行、练本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热

爱与对未来的憧憬。

立志向：从小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

“戴上红领巾时，我立志要当好共

产主义接班人。”北京市海淀民族小学

四（7）中队吴禹珺在学校“开学第一

课”上，听完香山革命纪念馆宣教员的

讲解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听着革

命先辈的故事，我才更加懂得‘红领

巾’的意义。我要像他们一样，努力

奋斗，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近年来，海淀民族小学少先队

大队通过创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沉浸式体验课程基地”、开展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实践

活动、建立“外聘内树”榜样引领机

制等，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决心。

五（3）中队王艺洲在学校的“礼

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北京中轴

线”主题活动中感慨道：“听辅导员

老师说，中轴线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和对对称美的追求，它是中国古代

城市建设的杰作。我用画笔记录下

眼前的美景时，才意识到，我们不仅

是在欣赏风景，更是在与历史对话。

我要向身边的人宣传中轴线的魅

力，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属于我们全

民族的骄傲！”

“看到少先队员们在沉浸式课

程中传承红色基因，在传统文化活

动里传承中华文脉，在榜样引领下

树立远大志向，我倍感欣慰。未来，

我们会继续创新少先队活动形式，

让每一位少先队员都能在实践中锻

炼自我，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海淀民族小学校

长、少工委主任丁凤良说。

修品行：守护家乡蓝天绿水

“我是古新河的‘小河长’，希望

大家一起保护河水，让杭州更美

丽！”在浙江省杭州市学军小学少先

队大队，“小河长”是少先队员参与

社会服务的生动实践。

2018年起，学军小学少先队大队

开启“小河长”计划，少先队员们分组认领河段，担任“小

河长”，开展河流保护活动。他们走近杭州的江河湖泊，定

期巡河、护河，学习环保知识，监测水质。在实践中，少先

队员们展现出强烈的爱水、护水决心，他们实地调查并分

析环境问题，积极参与节水、节能、垃圾分类等活动。

学军小学大队辅导员刘方竞表示：“在‘小河

长’计划中，少先队员们不仅是家乡河流的守护者，

还是讲解周边生态环境的志愿者，也是治水方案的

创想者。”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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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一名男子跃入水中抢鸭子。当日，四川省五通桥区第22

届龙舟文化展演活动在岷江乐山市五通桥区段小西湖举行，全区32支大、

小龙舟队进行比拼，随后还进行了抢鸭子等民俗活动。

五通桥区是四川省著名的“川派龙舟”之乡。人们在丰水期举办

赛龙舟活动，祈求“龙王”保佑盐船出入平安。2007 年，五通桥龙

舟竞技被列入四川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璟瑄
记者 樊未晨

“快看，那个巢里有 3 只幼鸟，上面还站着

一只亲鸟。”赵亚杰在芦苇丛中举起相机，对着

远处电线杆上的东方白鹳巢按下快门。初夏的

黄河口凉意未散，赵亚杰一边回收野外红外监

测相机，一边寻找着“自然精灵”的踪迹。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委员会监测中心副主任，前不久荣获

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她连续 11年扎根

黄河口，投身巡护监测候鸟的工作，用脚步丈量

滩涂湿地，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的动人篇章。

黄河三角洲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

平洋两条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越冬地

和繁殖地，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也是我国暖

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

统。这里的四季如同 4幅风格迥异的鸟类图鉴，

为赵亚杰的工作带来不同的挑战与惊喜。

“我们在 4 月中下旬会进行北迁的鸻鹬类

水鸟的监测。”赵亚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鸻鹬类水鸟主要在滩涂湿地觅食，由于个

头较小，用望远镜也很难看清。于是，赵亚杰会

穿着齐胸高、密不透风的连体下水裤，背着十

几斤重的监测设备，顺着潮汐方向，蹚潮沟、走

样线，观察记录水鸟行踪。

到了夏天，湿地便成了夏候鸟的“育儿

所”。“我们会开展对东方白鹳、黑嘴鸥、丹顶鹤

等种群的繁殖监测，为它们佩戴环志和卫星跟

踪设备。”赵亚杰解释，环志用以标记鸟类信

息，跟踪器记录候鸟迁徙动态。

在监测候鸟繁衍的过程中，赵亚杰被东方

白鹳的“亲情”所打动。“东方白鹳产卵时间较

早，2 月天气还很冷，但它会一动不动地趴在

巢中孵蛋，有时积雪都会盖过巢和亲鸟的身

体。”赵亚杰回忆，孵化后 50 天左右，他们便需

要给幼鸟戴上环志，虽然抓取幼鸟的过程会把

亲鸟吓跑，但之后“爸爸妈妈”总能找回自己的

孩子。

秋季是大型鹤类、鹈鹕类、天鹅类等候鸟

南迁的季节，赵亚杰和团队会采集鸟粪样品并

送检，加强禽流感检测及防范，确保候鸟安全

南迁。到了冬季，赵亚杰也会针对越冬候鸟进

行全面调查，掌握其取食特点、夜栖需求。

徒步走过 280万平方米湿地，累计踏查 5147个繁

殖巢，赵亚杰和团队守护着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

鹳、黑嘴鸥等 374种鸟类栖息的核心区域，为山东创建

“中国东方白鹳之乡”“中国黑嘴鸥之乡”和全国首处

“鹤类保护研究中心”积累了海量数据。

目前，黄河口黑嘴鸥种群稳定在 1万余只，成为全

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2005 年至今，累计繁殖东方

白鹳幼鸟 3724 只；栖息的鹤类达 7 种，种类占全国的

77%，丹顶鹤达 389只、白鹤达 625只，成为白鹤全球第

二大越冬地和丹顶鹤越冬最北界。2024 年，黄河口候

鸟栖息地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回想起 2014 年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结下的

缘分，生态学专业博士毕业的赵亚杰说，当初是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越来越喜欢

这个工作”。 （下转2版）

赵亚杰：扎根“鸟类国际机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今年 3月 18日，中铁建工集团秦岭站建设

者胜利凯旋，圆满完成中国第 41次南极考察秦

岭站度夏建设任务。

面对酷寒、狂风、暴雪，在南极冰雪大陆

的极端天气中建设工作站绝非易事。可就是在

这样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条件下，中铁建工集

团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南极秦岭站项目部项目经

理郑迪已第三次完成南极建设任务。今年五四

青年节前夕，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

新时代青年先锋。

2009 年，刚毕业的郑迪加入中铁建工集

团南极建设团队。2011 年，25 岁的他第一次

踏上南极大陆，迎接他的是西风带的“下马

威”，万吨级的“雪龙”号在 10米高的涌浪中

如一片孤叶，船体金属变形发出的“吱呀”声

几乎撕裂耳膜。

郑迪把自己绑在舱室床架上，晕船反应让

他食难下咽。然而，真正的考验始于靠岸后的

极寒：零下 40℃的气温、每秒 30 米的烈风、

暗藏杀机的冰裂缝，连呼吸都仿佛被冻结。

“我知道，真正的挑战开始了。”他握紧工具

箱，踏上这片连生命都显得脆弱的土地。

在中山站扩建工程中，一场意外让郑迪的

意志经受淬炼。2011年，“雪鹰”号直升机坠

落在两座冰山间的冰面上，物资运输陷入瘫

痪。“让我去！”入职仅两年的他主动请缨，和

6名队员一起在暴雪中匍匐前行。当时能见度

不足 5米，积雪淹没膝盖，他们用绳索绑住身

体，一寸寸将直升机拖到雪地车的雪橇上。8
小时后，所有人的防寒服结成冰甲，睫毛上挂

满冰晶，但物资保住了。

工期被意外压缩，郑迪在零下 30℃的帐

篷里铺开图纸，用冻僵的手指勾画施工流程。

他组建“冰原攻坚队”，白天指挥吊装钢结

构，夜晚蜷缩在集装箱改装的宿舍里，盘算着

建设物资。 13 天，两栋楼的钢结构拔地而

起；20 天，首层地面浇筑完成。当中山站从

“铁皮房”蜕变为“现代小镇”时，郑迪的掌

心已布满冻疮，但他笑着说：“南极的冰，磨

出了工程人的硬骨头。” （下转2版）

郑迪：在南极冰雪中磨出“硬骨头”

▲5 月 31 日，装扮成十二花神的演员在圆明园进行汉服乐舞情景

演出。

当日，北京圆明园举办了一场集传统民俗、非遗手作、历史文化、沉浸

体验、创意市集于一体的多元雅集，为市民游客献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端

午协奏曲”。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体验端午民俗
感受传统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佳佳
记者 魏 婉

5 月 26 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的翠宫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学生们在聆听

一场油气勘探领域的大师课。

此次授课的主角，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石化总地质师、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院长郭旭升。在近 40年的职业生

涯中，郭旭升带领团队，发现了全球首个超

深层生物礁大气田元坝气田、我国首个页

岩气大气田涪陵气田……

当天，在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国

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国青年报社联合

主办的“强国总师思政课”上，郭旭升结合理

论知识、地质构造图和珍贵现场勘探影像，

从深地空间的战略价值切入，串联起我国海

相天然气勘探的艰苦突围历程，分享了从普

光气田、元坝气田到涪陵页岩气田的关键突

破，以及他对青年的寄语，为在场学生展开

了一幅“向地球深部探能源”的奋斗长卷。

进军深地的意义

什么是深地？郭旭升开篇点出概念：

“深地，是指人类难以达到的浅地表之下的

固体地球的深部”。

郭旭升展示了一幅地球内部构造图进

一步帮助学生们加强理解，他介绍：“深地

勘探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岩石坚硬难以进

入；其次，地球内部构造复杂导致信号微弱

难以识别；而且向地下每百米温度要提高

3 摄氏度左右，很多仪器装备很难适应深

部高温，稳定性非常差。”

紧接着，郭旭升切换出一幅深地空间资

源图，图中展示了不同深度空间的研究价值

与资源利用价值，他说：“大家可以看到，地

表到地下两千米以内空间是国防防御空

间，地铁就在这个空间里；地下 1千米到 10
千米左右，是能源资源开发的主要空间；10
千米到 40千米是自然灾害空间；40千米到

更深处是科学探索空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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