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周刊 2025年7月2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 / 陈凤莉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Tel：010-640983034

图片新闻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33元 零售：每份1.8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74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青年团队申报的社会责任项目《基于隐私计算

技术的数据融合应用》近日获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信息通信安全冠军奖，是

唯一获奖的中国项目。

该项目深度激活电力与政府数据的潜在价值，创新提出合规数据共享新模式，成果已应

用于碳排放计算等场景。图为获奖团队成员在工作。 赵 帅/摄影报道

□ 王莉萍 李 奕

6月19日，在35千伏南十里变电站
35千伏开关柜改造施工现场，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莱州市供电公司青年创新突
击队团结协作，注重创新，安全高效完成
新装35千伏开关柜、新上箱式环网箱、新
上10千伏站用变等改造施工任务，有力
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构建“大安全”体系，强化电力保供，
是供电系统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
是安全生产的生力军。近年来，莱州市供
电公司坚持党建带团建，以争创“青年安
全示范岗”等措施为抓手，探索“2+2+3”工
作思路，发挥青年安全生产生力军作用。

强化“两项学习”，打牢
青年安全生产思想基础

学理想信念。公司团委依托“三会两
制一课”制度，按照“思想旗帜”“坚强核
心”“强国复兴”“挺膺担当”4个主题，每
月至少开展1次专题学习。公司团委着
力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纵深推进青
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通过开展青春领
航“学习课堂”、“沉浸式”实景教育等活
动，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年轻态”举措，切
实让青年思政工作“活”起来。

学安全形势。公司团委高度重视青
年对于安全形势的学习，坚持周五“安全
日”制度，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
百日安全攻坚行动，坚决守牢“三杜绝三
防范四不发生”工作目标，全力推动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打造“两个平台”，培育
青年安全生产能力水平

举办“青思汇”青年讲堂。充分发挥
青年思想活跃、创新性强的特点，举办

“青思汇”青年讲堂，为青年打造碰撞思
想、交流经验、汇聚智慧的平台。青年讲
堂既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开展学习，也围
绕安全生产形势进行讨论，还围绕生产
工作技能开展交流，每年开展各类学习
活动20余次。

举办青年论坛。公司创新建立“青年

论坛”，各部门、各单位青年员工参加。“青
年论坛”侧重于生产课题研究，由各部门根
据实际工作搜集提出课题，每个课题由牵头
部门定期组织研讨，调动资源集中解决问
题，为青年员工搭建展风采、拓视野、强协同、
促提升的舞台，在实践中锻炼青年。

建设“三个队伍”，发挥青
年安全生产中坚作用

深化青年突击队建设。公司根据实际
工作成立青年突击队，以青年为主要力量
成立配网三年攻坚办公室，青年员工占
80%。青年员工第一时间跟踪项目、工程、
跳闸情况，现场督导跟进工程建设情况。青
年突击队圆满完成“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
专项排查”、供电所设备隐患排查治理、清
明节输电线路走廊山火防控等专项行动。

深化青年安全示范岗建设。充分发挥
“安全生产，青年当先”引领带动作用，用实际
行动奏响安全发展青春旋律。强化青年安全
教育，严格遵章作业。开展各类安全活动，提
升青年安全技能。在每周五“安全日”活动
中通过安全反思、安全宣讲、警示教育等方
式，引导青年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强
烈的安全生产意识、较高的安全生产技能，
确保青年能够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作业标准，
切实做到安全学习与实际工作高效衔接、
紧密配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深化打造青年柔性创新团队。公司精
心整合创新资源、调动青年创新力量，打造
青年柔性创新团队，各层级协同加强青年
创新人才培养，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通过师徒结对、以老带新联合攻坚等
方式，帮助青年提升安全技能水平。给予青
年人才“揭榜挂帅”优先权，在评优评先、职
称评定、职级晋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
强双创基地、创新工作室建设，开展职工

“安康杯”劳动竞赛、大讲堂、QC活动，多
维立体开展青年创新创效。成立创新工作
室，组建智能运检创客团队，共同开展技术
交流、发明创造，今年以来参与安全项目攻
关两项、研发职工技术革新项目6项。由公
司青年员工研发的“地脚螺栓清污装置”等
17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其
中，“一种双向杆号牌抱箍支架”成为公司
首个实现市场化推广的专利成果。

“2+2+3”发挥青年在安全生产中的生力军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璐璐 周围围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近日，“我为烈

士来寻亲”项目发起人、宁波市海曙区志愿

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怿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寻亲过程中，也有

一些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牺

牲的烈士，有些甚至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

名字。我之所以投身于烈士寻亲这项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

青年在向那个年代的青年致敬。”

8 年，4 万余条烈士信息，1000 余名英

烈魂归故里。孙嘉怿和她的团队成员辗转

多个国家和国内 25 个省份，用脚步丈量

山河大地，用心用情为那些为国捐躯的烈

士寻找到家人。2024年 8月，本报记者跟

随孙嘉怿到访宁波、河北，真实记录了她和

团队寻找烈士家属、送烈士回家的全过程

（详见 2024 年 9 月 30 日中国青年报头版
《寻亲》报道）。

不久前，“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者意

外发现安葬在山东聊城革命烈士陵园（聊

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的何方烈士，就是抗

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英烈学子——何懋

勋。“我们的志愿者还挖掘了大量关于何懋

勋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资料为聊城革命

烈士陵园提供了信息补充，我们也同步分

享给了南开大学的老师。”孙嘉怿告诉记

者：“未来，将与南开大学、聊城革命烈士纪

念馆，继续围绕何懋勋烈士的英雄事迹开

展系列活动，让英雄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

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其实，孙嘉怿日常不仅忙于为烈士寻

亲，还到访全国各地的 60 多所大中小学

校，给大中小学生上思政课，分享烈士寻亲

过程中发现的英雄故事。

孙嘉怿告诉记者，这种转变和延续从

2019年就开始了，当时“我为烈士来寻亲”

项目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她开始思索项目

的深层意义：传承。

历史的接力棒如今已传递到新时代

青年的手中。“我必须做好这一棒的接力

者，然后更好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孩子。”孙

嘉怿说。

她认为：“青少年的加入是推动这份事

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以青少年参与为

纽带，能够让寻亲事业发展成为全民参与

的行动。”为此，她创新实践方式，在传承红

色基因的过程中，搭建起青少年与英烈之

间的情感桥梁。

在寻亲过程中，孙嘉怿特意带领系着

红领巾的孩子们一同参与，组织他们看望

烈士家属、举行认亲仪式，与家属建立起

长久的联系。当烈士遗物、遗像修复完成

后，孩子们也参与护送工作。每到清明

节，她便组织少先队员承担起烈士陵园

的志愿服务工作，协助外地烈士家属完

成祭扫。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青少年得以

深度融入寻亲事业，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鲜活力量。

“参加活动后，孩子们对自身要求愈发

严格，眼神中充满志气，爱国之情与自信，

这是中国孩子该有的模样。”为进一步深化

红色教育，孙嘉怿积极推动成立英雄中队，

她欣喜地见证着少先队员的改变。

2024年宁波市中原小学 303中队被授

予“上甘岭英雄中队”。一年来，家长们纷纷

反馈，孩子自从加入英雄中队，学习态度更

加积极，时刻以英雄为榜样，不愿给英雄群

体丢脸。

孙嘉怿说：“通过这个英雄中队，孩子

们渐渐明白，英雄的军队也是由一个个普

通的士兵组成的，如果能够在集体中做好

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个平凡的

人都能够成就不平凡的荣誉。”

在山东省临沂第一实验小学，孙嘉怿

参加该校的开学第一课。在她的倡议下，开

学第一课上，全校 4000 余名师生齐诵《谁

是最可爱的人》。“现场视频传出去后，我看

到有一位家属留言说‘今天我的孩子是哭

着走出校门的’。问孩子为什么会哭，孩子

说今天学校一起诵读《谁是最可爱的人》，

老师还给讲了很多英雄的故事，他觉得这

些英雄太伟大了，他以后想要做英雄一样

的人。”孙嘉怿说。

孙嘉怿希望能培养一支小小的巡讲员

队伍，让同学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讲述

英雄故事，让每一次讲述都成为一次心灵

的洗礼。

在与少先队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清

澈”是孙嘉怿最深刻的感受。“我以清澈的

心态，带着一群清澈的孩子，做一件清澈的

事情，希望他们从中获得纯粹而真挚的情

感。”她回忆，有一次在课堂上展示了一位

烈士的照片，是一个 20岁出头的帅气小伙

子，孩子们看到这张照片时不禁惊叹，“英

雄原来那么帅！”

起初，同学们认为英雄形象遥远而陌

生，随着宣讲活动的持续深入，互动效果越

来越好。孙嘉怿说：“这声惊叹打破了英雄

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感，让他们意识到其

实英雄就像身边的邻家哥哥、远方亲人。”

每次走进学校，孙嘉怿也会收到惊喜

和感动，有孩子们自制的小礼物，还有亲笔

写的小卡片，当读到“老师，我长大了一定

保护我的国家”这样坚定的话语，孙嘉怿更

加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她期待

未来有更多孩子能够走入军营，肩负起守

护家国的重任。

“我为烈士寻亲这件事会一直坚持

做。”孙嘉怿说，她还希望通过这几年播撒

的种子，能有更多的年轻朋友，更多的孩子

们加入进来，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够一直延

续……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志气、骨气、底

气，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我们

的生活更加幸福。我想，这也是当年那些未

能留下姓名的先辈们所期望看到的祖国的

今天。”孙嘉怿说。

下一步，孙嘉怿已有清晰规划，在即将

到来的暑假，她打算带领孩子们前往英烈

家乡探望亲属，走近边境触摸界碑，让孩子

们亲身感受祖国的神圣与庄严，继续书写

红色传承的崭新篇章。此外，她还关注到乡

村、山区、边境孩子对红

色思政课的迫切需求，

期望通过培养优秀的青

年思政讲解老师，将红

色故事传播到每一个角

落，吸引更多青少年加

入寻亲与传承的队伍。

“为烈士寻亲”项目新传

以赤子之心传红色薪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通讯员 郭立伟 李艳凤

“阿姨，您这个膝盖得多休息才行，地

里的农活儿忙得差不多了吧？”劳动节刚

过，恰是农忙时节。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

芦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聚集了一些

刚刚下地的村民。孙雪翠一边熟练地给他

们扎针，一边用当地方言跟大家聊着家常。

孙雪翠是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 级惠

民班的学生，毕业不到两年，已经可以独立

施针治疗，成了村民口中“年纪不大、本事

不小”的“小中医”。

从设立惠民班赓续红医血脉，到“百千

万行动”推动中医药扎根乡土，山东中医药

大学以“红岐育人”为主线，探索“中医

药+”实践育人新范式。

红岐铸魂，坚持以文化人

今年 3 月，山东中医药大学首任校长

刘惠民“红医典范 济世惠民”专题展在该

校长清校区开展。刘惠民的家乡是山东沂

水县，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级惠民班的学

生李晨是他的“小老乡”。

“看完刘惠民先生的经历，让我读懂了

红医精神的重量。”观看完展览后，李晨的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桩桩老物件，一张张

手稿，一帧帧旧影片，让她仿佛与这位老乡

进行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

近年来，山东中医药大学以“红岐育

人”为理念，将“红心铸魂”思想政治理论课

与“岐黄仁术”中医药文化相结合，浸润到

学校的育人实践，惠民班更是该校“红岐文

化+实践育人”的鲜活注脚。

2017 年，山东省首设公费医学生，当

年中医学培养计划是 100 人，山东中医药

大学承担了 64个。对于这 64个学生，山东

中医药大学单独编班培养，命名为“惠民”。

“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以学校首任校

长刘惠民的名字命名，勉励学生继承红医

典范；另外，学生是受了国家的优惠公费读

书，希望他们将来投身基层去服务群众、惠

及民众。”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

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孙彦永说。

周岩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首届惠民班的

学生，目前是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卫生院

一名中医大夫。虽已毕业多年，但她一看到

“大医精诚”四个字，内心还是会悸动，刚入

学时的医学生宣誓场景瞬间映入脑海。

大一的医古文课上，老师在上面讲孙

思邈的“大医精诚”，周岩和同学们在台下

听得入神。“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女老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庄重严肃的神情一

直刻在我的脑海里。”现在闲暇时偶尔打打

游戏，她都要选医学类。

“虚实”结合，践行“知行合一”

长期以来，这所高校践行“知行合一”，

搭建“望闻问切”的实践育人大平台。

2023 届惠民班学生冯立霞便是其中

一名受益者。如今，她已在临沂市平邑县平

邑镇卫生院独立坐诊一年。

中药学课堂上的梁晓东老师让她对中

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植物的根、茎、

花蕊、种子，配合在一起怎么就能解决这么

多疾病呢？而学校的实践基地“百草园”给

了她实践的机会，让她了解贵重药材如何

用相似功效但较为便宜的药材代替、如何

帮助患者减少医疗费用等问题。

来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后，冯立霞意识

到之前学的很多药方，农民是买不起的。当

很多同龄人都在研究大牌衣服、化妆品的

“平替版”时，冯立霞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

用药的“平替”，一副方子再好，老百姓用不

起，那就不是好方子。

她开始一分一毫地计算，方子配起来

需要花多少钱，怎么调整才能给老百姓再

省点儿，做到实实在在的惠民。

除了课堂知识的传授，将课堂教学与

生产一线相结合，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实践

育人的独特模式。

该校组织学生走进学校的实践育人基

地，如中医药百年老店、中药龙头企业、

中药材种植“百草园”等。近距离闻“药

香”，体验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的精神实质。

现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不仅有现实的

“百草园”，还有 3D 虚拟实践中心。学校将

红色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结合，建设《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红医刘惠民》《齐鲁名医

名家》等 VR课程。依托 3D虚拟实践中心，

建设涵盖 100 多部经典红色电影、20 多部

中医药纪录片和 65 个虚拟红色景点的资

源库，通过沉浸式学习体验，增强学生的情

感认同。

扎根基层，厚植家国情怀

为了更好地补充基层医疗力量，除了

要进行中医适宜技术的学习和实践，还要

引导大学生真正走进社区、走入乡土，打

通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山东中医药大学实施“岐黄驿站百

千万行动”，以搭建“岐黄驿站”平台为

支撑，联合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及企

业，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助力乡村

振兴为核心目标。该校组织近百名专

家、近千名研究生、近万名本科生组成

服务队，深入基层调研中医药发展现状，

提升学生服务社会能力。

孙雪翠也是“岐黄驿站百千万行动”的

实践者。每次给村民扎针时，她会想起上中

医实训课的场景。有一次她意外扭伤，赵永

山老师便“因地取材”，在课上当作病例给同

学们讲解治疗方法，仅仅几分钟就治好了她

的扭伤，让孙雪翠大呼神奇。

课堂上实训，课下和寒暑假孙雪翠就

跟着学校的实践队伍进社区、去农村，开

展中医药文化宣传，进行中医特色诊疗技

术推广和中医药健康知识科普，这让她对

基层医疗现状有了直观而真实的了解，坚

定了从事基层医疗工作的决心。

今年暑假开始，这所高校青年学子将继

续组建 100余支立项团队奔赴乡镇社区、田

间地头，让中医药文化从典籍走向土地。

“我们以‘红岐育人’理念统领全

局，融合中医药文化，从加强中医药特

色思政课堂主阵地建设、构建立体化中

医药文化经典课程集群、强化中医药文

化数智化思政教育、搭建中医药特色实

践育人大平台四个维度，培养具有‘大

医’风范的优秀中医人才。”山东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张立祥说。

山东中医药大学探索“中医药+”实践育人

中医药学子扎根乡土

□ 曾一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五祖镇的紫云

山间，一座现代化的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建

设。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十

四五”重点工程——湖北紫云山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

在 700 多个日夜里，有一支平均年龄

31 岁的青年突击队在大山间凿通一座座

隧洞，贯穿一条条便道，为工程的推进夯

基垒石。

2023 年 5 月，中建三局中标这里的电

站项目。总承包公司 15人组成的首批青年

团队旋即挺进大别山，启动前期工作。

紫云山属大别山余脉、海拔 1135 米。

作为全局第一支涉足电站施工的队伍，在

大山里面建电站，对项目团队来说，是一次

全新考验。

“务必抢个开门红。”在青年突击队授

旗仪式上，项目负责人陈玉争发出号召。

项目开工，道路线路规划、爆破区域岩

体稳定性……一项项数据亟需实地测量。

00 后向龙伟和另外 3 人组成测量团队，白

天背着 20 公斤的设备，手持砍刀，在山间

灌木丛中辟出一条新路。晚上回到项目驻

地，团队一边整理白天的测量数据，一边翻

阅专业文献资料，查漏补缺。

这是向龙伟第一次进入大别山区。前

有山石拦路，灌木丛间有蛇鼠活动。望不

到边际的林海、看不到人迹的深山、叫不

上名字的植物……崇山峻岭之间，既没有

相应的参照物，也没有天然的土石路，摸

索、探点、找路渐渐成了他在野外作业的

必备技能。

“有时候一钻进山里面就是大半天，自

己提前带吃的上山，我还特意买了一本《皖

南山体植被与地质关联图谱》，平时翻看一

下给自己充电。”向龙伟说。

在上百次上山、下山往返测量的锻炼

下，向龙伟学会了通过映山红的生长密度

判断页岩夹层含水性，用野板栗树的倾斜

角度估算岩层倾角。就这样，向龙伟和测量

团队一起完成了一项项勘测任务。

紫云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中，全长

937 米的通风兼安全洞隧道是工程的“咽

喉要道”，曾让青年突击队如临大敌。

在洞口段，软弱破碎的围岩如同“豆腐

渣”，即便根据预案进行超前支护（隧道开

挖过程中的一项技术措施，防止隧道塌

方），每次爆破后仍需耗时 2 小时排险，有

一段时间，单日进尺（工程领域术语，通常

指一个作业班内的钻进长度）始终在 2 米
左右徘徊。

“要尽快攻破这个难关。”90后项目技

术负责人兼青年突击队队长陈欣，将“青年

突击队”旗帜插在掌子面，40 多名青年骨

干纷纷上阵，24 小时轮班蹲点。突击队在

现场支起临时办公桌，累计召开 17次爆破

参数研讨会，手绘 43版炮孔布置图。

难题接踵而至。当隧道剩余 300 米贯

通时，突发的岩爆如同闷雷般在山体内部

炸响。为安全起见，施工人员从隧道内撤出

来，项目施工按下了暂停键。

为了尽快排查隐患，突击队队员杨超

主动请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前往岩爆

区域取得了第一手照片、视频等资料。经过

一番讨论，并与业主、设计和监理等单位沟

通协商后，项目团队很快制定了解决方案：

快打泄压孔，并从排水排风平洞抽调无人

驾驶挖掘机进行排险。

3天后，当监测数据显示围岩应力（工

程领域重要指标，直接反映隧道的稳定性）

下降到安全值时，隧道内重新响起了机器

的轰鸣。

这场硬仗过后，团队士气大振。通过优

化爆破参数、改进出渣工艺，隧道单日进尺

逐步提升至 9米。

项目枢纽工程主要由上水库、输水发

电系统和下水库组成。突击队还承担着下

水库泄洪洞竖井（水利工程中的重要设

施，用于引导和控制洪水的排放）施工的任

务。直径 11 米的圆形竖井，就像长在半山

腰的“天眼”。

“竖井承担着调节水库蓄水量的重要

作用，深度 64.5米，施工周期长、风险等级

高、技术难度极大。”陈欣介绍，水库泄洪

时，在高流速、大泄量水流作用下，洞室需

承受极高的水压和高速的水流冲击，泄洪

洞需做到“牢不可破”，保证泄洪时水能够

快速、安全地通过，半点马虎不得。

“把竖井倒过来看，不就像在地下建一

座大楼？”在突击队技术研讨会上，00后技

术员高鑫森的“奇思”触发了陈欣的灵感。

“用液压顶升系统，再装 BIM 监测……”陈

欣在白板上一步步画下草图。就这样，一个

全新的造井系统雏形初现。

突击队从房建项目的建造技术中汲取

经验智慧，在公司的支持下，借鉴“空中造

楼机”的理念，搭建竖井机三维模型。

“我们要造一台能在竖井上‘生长’的

机器。”经过数十遍论证推演、实验测试，突

击队成功设计出“智能造井机”。这一机器

集模板提升、混凝土浇筑、智能监测于一

体，被团队年轻人们称作“造井神器”。

“智能造井机”采用模块化设计，突击

队的测算数据显示，与传统滑模工艺相比，

其工效提升 60%，施工周期缩短 45天。

最终，项目通风兼安全洞提前 15天贯

通，排水兼排风平洞提前 10 天贯通，获中

国建筑业协会 2024年“工程建设质量信得

过班组”等各级荣誉 11 项。业主单位发来

的表扬信中特别提到：“用‘愚公移山’的毅

力，啃下了紫云山的‘硬骨头’。”

“大家都期待着项目最终建成的一天，

在这项国家工程上留下我们的青春印记。”

陈欣说。

大山隧道里的青春攻坚

扫一扫 看视频

青年志愿者之歌

孙嘉怿在给孩子们讲述烈士故事。 受访者供图

青年突击队风采

共青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