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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新华社北京6月 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在中南海

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习近平勉励

他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

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

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

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

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

奇陪同接受拜见。

班禅向习近平敬献哈达，介绍了他近年来

的学习工作情况。习近平对他在各方面取得的

进步表示祝贺。

习近平希望班禅继承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光

荣传统，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学

业上潜心精进，不断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

造诣，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工作

上积极有为，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西藏现代

化建设更好发挥作用。在修养上持重善律，带

头守法持戒，涵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班禅表示，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

诲，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榜样，坚定拥护中国共

产党领导、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

续精进学修，不断提高宗教学识和综合素质，

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

化、促进西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

杰参加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 6日电 2025年 6月 6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致电卡罗尔·纳夫罗茨基，祝贺他当选波兰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

一。中波两国传统友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 76 年

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

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波兰作为友好伙伴，

应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我高度重视中波关

系发展，愿同纳夫罗茨基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波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注入更

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 近 平 向 波 兰 当 选
总统纳夫罗茨基致贺电

习近平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
王沪宁蔡奇陪同接受拜见

6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

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这是

班禅向习近平敬献哈达。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实习生 俞佳一 郝思源

复旦大学本部校区一共有 6 座

教学楼，但在复旦人心中，这所高等

学府在西部黄土高原上，还有一个

“第七教学楼”——它没有砖瓦，由

研究生支教团的青春与热忱筑成，

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 3 个县
的简称）的土地上延续着薪火相传

的使命。

日前，为纪念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举办

“大学文化与志愿精神”研支团校友

论坛。由此，26年 465名复旦人支援

西部的故事再次展现在公众面前。

复旦大学是全国首批响应团中

央、教育部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

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号召的高

校之一。自研究生支教团成立以来，

26 年里，466 人次、465 名复旦青年

累计在西部课堂授课超过 22 万节，

覆盖学生超过 3.5万人，募集资助逾

1700万元，覆盖两万余名困难学生。

在“最不适宜人类生
存”的地方种下希望

“ 宁 静 的 夏 天 ，天 空 中 繁 星 点

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

淳朴而温暖的旋律背后，讲述的正是

西海固王民中学的故事。西海固曾被

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

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复旦学子却

在这里留下了一串串足迹。

复旦大学首届研支团队员黄继向

大家展示了一副他保存了 20 多年、

用石头做的眼镜。 1999 年，黄继和

其他 4名队员踏上了前往宁夏西吉的

征程。一行人坐着硬座从北京出发，

唱歌、聊天熬了一整夜，穿过大半个

中国，抵达银川，第二天再乘大巴前

往西吉县的中学报到。

然而，刚到宁夏，黄继就感染了角

膜炎，炎症导致发烧，不得不住进了医

院。出院后，他的眼睛还时常会不舒

服。当地老师就向他推荐了一款用石

头磨成的眼镜。“戴上去特别舒服，没

有度数，但是很凉快，而且能避风沙。”

黄继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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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见习记者 刘佳佳

每天早上 7点 40分左右，中铁九桥九江

公司生产车间门口都会准时出现一对师徒的

身影，她们身穿工作服，互相整理对方的安

全帽，提醒当天的焊接任务和注意事项，并

排走向车间。

其中，徒弟是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九

江公司特级技师刘青，今年五四前夕，她被

授予第 29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师傅则是

第 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中美。

由于焊接工作性质，焊接工人中男性居

多，但刘青在焊接一线坚守了 20 余年，累计

完成焊缝长度近 9万米，优良率 99%以上。

单位曾考虑到刘青的丈夫吴海辉也是电焊

工，多次建议刘青从事较为轻松的设备管理员

岗位，但她都拒绝了。“我喜欢干电焊，这是

我的梦想，我不想改行，就让我干下去吧！”

她说。

感受到刘青的决心，单位为其分配了技能

过硬的师傅王中美。正所谓严师出高徒。生活

中，她们像姐妹一样，经常一起逛街、吃饭、

聊天；但在工作中，师傅对她十分严格，“翻

脸比翻书还快”，并将所学的技能和积累的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除了业务技能，王中美的工作态度同样深

刻影响着刘青。刘青还记得在合福高铁铜陵长

江大桥钢梁制造任务中，师傅挑的都是难施焊

的部位，把易操作的安排给刘青和其他几个年

龄小的同事。

“当时为了保工期履约，师傅连续几天进

行高强度焊接作业，最终晕倒在现场。为了不

让我们担心，师傅在工地宿舍休息了一天，就

奔赴现场。”刘青回忆，师傅曾说，“我是工班

长，我的离开会影响大家的士气，这样下去会

耽误工期。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

我不上谁上”。

就这样，在师傅王中美言传身教下，徒弟刘

青不断摸索与实践，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学习，逐

渐自如运用各种焊接设备和焊接方法，焊接技

能水平得到提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焊接常常面临条件艰苦、技术复杂等挑

战，合格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刘青像师傅一

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把突破与挑战视作实

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身处一线，努力铸造

“滴水不漏”的焊接奇迹。 （下转2版）

焊花中绽放的师与徒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王璟瑄 记者樊未晨）日前，教育部

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抢抓离校前促就业关键冲刺期，以“凝心聚

力拓岗位 百日冲刺促就业”为主题，深入开展 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百日冲刺”行动，加力挖潜拓展就业岗位，加强毕业生就业观念引

导，精准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组织开展就

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大力宣传扩岗补助、增人增资、社保补

贴、求职补贴等促就业政策，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加快落地见效。有针

对性开展访企拓岗，加大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访企拓岗工作力度。

加力组织校园招聘活动，保持校园招聘热度和学生参与度。大力推进

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支持高校联合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合作

设立校园就业公共服务站。办好“国聘行动”“全国中小企业百日招

聘”等品牌活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多方汇集

企业岗位资源。推进实施“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加大就业岗位

归集共享。 （下转2版）

教育部部署 2025 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从一线研发工程师起步，带领团队攻克

技术壁垒，用数年实现我国高端起重机电液

系统完全自主可控，打造了中国起重机产业

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这个人就是徐

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起重机械研究院副院长

胡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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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冬怀揣“技能报国”的初心加

入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

他刚入职时，国产最大轮式起重机只有 500吨，

千吨级起重机电液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封锁。

胡小冬主动扛起重任，历经 3年、近千次试

验，攻克重载泵马达闭式系统等电液核心技术，

助力中国首台千吨级轮式起重机的诞生。

不仅如此，在胡小冬和团队的努力下，10
年内 7次打破世界最大吨位纪录，将“全球第一

吊”从 1200吨刷新至 4000吨。

在胡小冬看来，国内市场胜利只是起步，拿

下国际市场才是目标。他敏锐洞察到操控性将

是高端产品市场的竞争焦点。

2017年，胡小冬带领团队研发了我国新一

代高精度、低能耗起重机液压系统，操控精度提

升 30%，能耗降低 20%，一举突破高端起重机液

压技术瓶颈，这一技术直接帮助徐工起重机快

速抢占国际市场，改写了全球轮式起重机产业

格局。

为改变中国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长期受制

于人的局面，胡小冬先后承担了 5 项国家重大

攻关课题，联合 30 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

研院所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体”，攻克智

控多路阀、大载荷车桥等 30 余项“卡脖子”难

题，打破国外垄断，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空心化问

题，保障了产业链安全。

在人才培养方面，胡小冬提出“产学研链式

培养+项目实战驱动”场景化育人新模式，不仅

为行业输送了技术人才，更构建起从基础研究

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联合培养技术骨

干 50 余人、硕士和博士 30 余名，团队 7 次获省

部级奖项，科研成果在 8-4000吨起重机上实现

规模化应用，经济效益超百亿元。 （下转2版）

胡小冬：技能报国 十年攻关

6月 6日，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应届毕业生拍摄集体照前整理妆容。毕业

季来临，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即将毕业的学子

在校园内留影，记录美好瞬间。 谢尚国/摄（新华社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周 柳

近来，“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火爆出圈——从城市间的“趣味互怼”到官

方账号“下场玩梗”，各种创意段子层出不

穷。这场业余足球赛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迅速破圈成为全网热议话题。

“苏超”引发的“泼天流量”超出主办

方的预期。5月 31日至 6月 1日期间，泰州

市体育公园涌入上万名观众，盐城和徐州赛

区更是创下超 2.2万人的观赛纪录，这一数

字甚至超过某些中超场次的观赛人数。江苏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赛事已累计吸引超 18
万球迷走进球场。

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王小湾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苏超”最大的亮点是

“让不关注足球的人也关注这个赛事了”。他提

到，办赛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因此价格亲

民，5元、10元，有的地方甚至免费。

在有 20年看球经验的资深球迷达达看来，

“苏超”的城市联赛模式，成功构建了市民与球队

的情感纽带，这一赛制设计让本地居民产生天然

归属感，从而吸引了大量非传统球迷群体。同时，

低廉的票价、便利的交通，以及节假日赛程安排

降低了观赛门槛，为赛事破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据统计，在本届“苏超”516名参

赛球员中，职业球员仅占 29 席，其余球员由

学生、外卖员、程序员等业余爱好者组成，不

少球员接受过较为专业的训练。王小湾在受访

时提到，虽然比赛的定位是业余赛事，但竞技

水平、观赏价值较高。而这得益于江苏长期对

足球的重视。江苏省内足球基础扎实，拥有 5
家男子职业俱乐部，青训、体教融合为足球人

才的培养打下基础。

今年 4月，李贤成放弃了在德国踢第四级

别职业联赛的机会，回到家乡南通海门，投入

“苏超”的准备中，并担任南通队队长。提到

回国踢“苏超”——一个省级业余联赛的原

因，李贤成告诉记者：“为家乡的荣誉而战。”

李贤成 8岁开始踢球，9岁时，热爱足球

的父亲李太镇拿出自家拖鞋厂六成利润，和海

门教体局合作共建珂缔缘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以下简称“珂缔缘”），免费向社会招收喜欢

踢球的小学生进行培训。

据了解，南通队现有 39 名球员，其中 35
名来自珂缔缘，年龄最小的 18岁，最大的 37
岁。23 岁的李贤成坦言，他的年龄在球队里

“算大的”。 （下转2版）

“苏超”何以火爆出圈
■“苏超”的城市联赛模式，成功构建了市民与球队的情感纽带，这一

赛制设计让本地居民产生天然归属感，从而吸引了大量非传统球迷群体

■ 低廉的票价、便利的交通，以及节假日赛程安排降低了观赛门槛，

为赛事破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