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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周呈宣 赵安琪

七月的苏州，青春涌动。来自 100多个

国家和 17个国际组织的青年事务部长、青

年组织负责人，以及各国青年领袖和青年

项目骨干齐聚，共襄一场以“拓展青年潜

能，助力全球发展”为主题的青春盛会。

7 月 15 日上午 9 时，伴随着一段典雅

的昆曲《牡丹亭》选段和“好一朵美丽的茉

莉花……”的悠扬歌声，2025 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正式拉开帷幕，不同肤色、不同语言

的青年才俊聚焦全球发展。

青年携手超越文明的隔阂

“我是第一次参加论坛，在这里，我体

验了澎湃的青春活力，同时也获得了丰富

的思想启迪。”印度尼西亚东盟青年组织主

席萨拉·亚祖娜·普特里真切地表达了现场

青年们的共同感受。

2022年夏天，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

下，首届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启。三年来，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力于引领国际青年议

程、倡导国际青年行动，推动全球发展和青

年发展，搭建世界性的思想、人才、项目交

流平台。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确定性日益

成为全球稀缺资源。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是这个

时代和各国青年必须回答的问题。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在开

幕式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发展处于关键

十字路口，迫切需要各国青年携起手来，践

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

理念，为推进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注入澎

湃动能。各国青年组织要共同引领青年做

推动全球发展的“破壁者”，以变革之力增

强发展韧性；引领青年做维护全球安全的

“行动者”，以同舟共济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引领青年做文明百花园的“追光者”，以交

流互鉴筑牢文明共生之基。

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

长星在致辞中表示，江苏将积极支持来自

五湖四海的青年们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

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合作，

在江苏这片热土上施展才华、实现梦想，更

好地为世界人民团结发出青年之声、为全

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

“我们始终坚信，青年不仅仅是发展的

受益者，更是发展的设计者、推动者与守护

者。”联合国驻华发展系统青年主题小组主

席、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那迪娅致辞

时表示，“青年的领导力、勇敢、包容，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

的品质。”

“青年不是全球发展的注脚，青年是主

角，是作者。”联合国青年事务助理秘书长

费利佩·保利埃发表视频致辞时呼吁：“全

球青年变革者们，把握此次难得机遇，碰撞

思维火花，结交新的伙伴，做出实际行动，

世界渴望你们迸发能量、展现领导力、带来

新希望。”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吉尔伯特·洪博

通过视频致辞强调，“全球有 12 亿青年群

体，通过赋能青年群体，投资那些我们明知

未来长期需要的技能——比如数字素养、

绿色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并让年轻人

在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能将今天

的挑战转化为明日机遇。”

参加 2025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让西班

牙青年局局长玛格丽塔·德尔·西斯内·格

雷罗·卡尔德隆感到兴奋，“在这次论坛上，

我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

项目和平台，我们知道为了青年的发展，加

强政策合作非常重要。”

以青春之我探究人类未
来的无限可能

当世界上第一艘双向破冰极地科考

船——“雪龙 2”号行驶在北冰洋的画面在

论坛现场呈现，一场关于“潜能的可能性”

对话开启。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 2”号船

长肖志民，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巴黎奥

运会金牌得主王赐月，三星堆遗址 5、6、
7 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和来自美

国、肯尼亚、意大利的青年代表围绕“科

技的突破”“生命的潜能”“文明的渊源”

讲述自我潜能的激发，以探究人类未来的

无限可能。

本次论坛还专门设置部长对话环节，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巴西总统

府青年事务副国务秘书杰西·达亚内，肯尼

亚青年事务、创意经济和体育部常务副部

长菲基里尼·雅各布斯·卡托伊·卡欣迪，老

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通利·

西苏里，俄罗斯青年事务署副署长叶戈尔·

利特维年科，南非国家青年发展署执行主

席埃珊达·卢瓦卡，西班牙青年局局长玛格

丽塔·德尔·西斯内·格雷罗·卡尔德隆，坦

桑尼亚总理府劳动、青年、就业和残疾人事

务国务部长里迪瓦尼·贾卡亚·基奎特，泰

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副常务次长查图

蓬·洛纳帕尼，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越南青年联合会主席阮祥林，苏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庆文，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海斌等

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与来自阿根廷、南非

等国家的青年代表面对面，围绕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文化交流等话题进行“碰撞”，共

话青年发展。

这些青年话题引发现场青年们的

共鸣。

中国电建波黑代表处高级行政主管田

佳说：“在论坛上，社会各界共同为青年提

供引导、情感支持和包容性的参与平台。青

年不只是‘被聆听’，更是‘被赋能’。”

肯尼亚赛恩威瑟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埃利·萨瓦蒂亚·奥蒂恩德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会上我

亲眼看到来自不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坐

在一起，与年轻人交流，回答问题。这真的

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年轻人能够被

委以重任，为解决社区面临的一些问题而

构建方案。”

以青春之力为推进全球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025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一份彰

显青年主体地位、经过各国青年代表广

泛磋商、凝聚青年共识与愿景的倡议文

本——《“拓展青年潜能 助力全球发展”

国际青年倡议》正式发布。来自 10 个国家

的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了该倡议，并计划将

其提交至今年 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来自塞尔维亚的弗拉基米尔·贝里奇

现场聆听了这份倡议，深感共鸣。他自大学

三年级起便在自己的家乡社区积极投身于

各类事务。通过与当地社区年轻人的交流

与合作，他深刻意识到：“我们拥有足够的

力量，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释放青年潜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与落实 2030年议程的关键所在。

菲律宾“保持变革：青年政策实验室”

创始人、律师及政策助理杰拉尔德·约翰·

吉列尔莫，对拓展青年潜能的倡议表示坚

定支持。他表示，“年轻人需解决的一个更

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接受正规教育之余，还

应接受一定的额外教育，并努力与优秀的

同龄人一道，从更加具体的角度去深入理

解事物。”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80周年，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世界青年

行动纲领》通过 30周年。

“30 年来，全球青年发展事业不断上

台阶，致力于全球青年发展的政策已经成

为各国政策的重要内容。青年教育、健康

状况持续改善。青年在科技、文化、志愿服

务、社会创新等诸多领域展现出变革性的

力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的重要力

量，青年也积极参与，正成为全球治理的关

键要素。”

国际青年倡议的回声仍在激荡，而青

年的行动早已跨越山海。本次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首次举办了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

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布了第二批全球青

年发展行动计划 100 个典型项目清单，将

带动更多青年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事业的

青年实干家。

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作为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项目示范平

台，自 2022 年启动以来，已覆盖六大洲 43
个国家。

从利用智能船只进行垃圾回收，通过

“生物绿计划”为传统化学农资产品提供安

全、可持续的替代方案，以实际行动助力气

候治理与绿色发展；到利用智能装备辅助视

障人群、研发净水设备、推广养蜂种菜新技

术，将人文关怀融入技术，促进偏远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再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历

史遗迹，举办艺术展览与文体活动……这些

创新成果印证着：人类面临的挑战，从来不

是一个国家的“家事”，而需要世界青年以

“地球村村民”的视角协同攻关。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青年组织（德青盟）

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莫里茨·乌贝穆特表示：

“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在过去几

十年不仅自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推动

了世界的变化。我希望能了解中国是如何

做到这一点的，并把这些经验带回德国，

助力本国青年发展。”他说，青年应成为全

球发展的“领跑者”，通过参与和推动，引

导各国政治领袖作出最有利于人类共同未

来的决策。

国家能源集团印度尼西亚爪哇电厂公

共关系部经理安琪·西洪宾长期在印尼推

动绿色发展与红树林保护行动，她表示：

“面对 21 世纪的复杂命题，亟待当代青年

用决策与行动书写答案——构建让所有人

能理性决策、全面发展的环境，为世界和人

类未来福祉创造积极价值。”

“年轻人就是未来”“气候变化行动从

年轻人开始”“跨越学习的界限，打造无尽

的未来”“赋能年轻人，让地球更健康”“跨

越国界，共同进步”……

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尾声，一个个掷地

有声的口号，镌刻下青春的宣言——以团

结之声，彰显全球治理中的青年智慧；以

合作之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广

泛基础。

用青春的创造激活全球发展新引擎
——2025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侧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呈宣 周围围 赵安琪

青年作为占全球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庞

大群体，他们身上蕴含着怎样的“潜能”？如

何盘活这股非凡能量？这些能量又将为世

界带来怎样的可能？

在 2025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全体会议

上，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用他们

追寻科技，打破生命、文化边界的个体范

本，回答了“潜能的可能”，解锁了“青年潜

能”的关键密码。

“战胜令人色变的咆哮西风带、连绵千

里的茫茫冰海、泼水成冰的凛冽极寒。”中

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 2”号船长肖志民

向全球青年讲述中国极地科考的壮举。

“极地科考事业是在为全人类的未来

寻找‘答案’。”肖志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在极地科研、保障、救援等方面，中国

与其他国家一直有着深入合作，“像今年我

们首次完成的在南极海域秋季考察任务，

就有 12位不同国家地区的科学家参与。再

比如，2023 年年底，我们曾救援了一艘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渔船和 4 名人员。这些都

是我们国际合作的直接体现。”

青年潜能与前沿科技、开放胸怀相融，

多元非凡的青年潜能正共同照亮世界的每

个角落。

肖志民表示，中国的贡献，从来不是独

善其身的突破，而是带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信念，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为人类发

展的未来不断探索。

科技的突破也同样改变了美国青年沃

尔特·本杰明的生活。这位美国青年曾一度

认为自己是个“隐形人”，直到在社交媒体

上，他发现了生活的转机。

“我看到，无数普通人拿着手机讲述自

己的故事并以此为生。那时我便想：如果他

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意外走红的视

频让他与全球数百万观众建立联结，也让

他有了更深的领悟：“科技真正解锁的不只

是影响力，更是关系；不只是浏览量，更是

人生价值。”他分享道。

本杰明向各国青年发出了热情邀请，

“如果我们正确地塑造未来，如果我们平衡

好进步与目标，科技将继续为人们提供一

个被看见的机会，你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原来，你的身体，远比你想象中更强

大、更坚韧！”在花样游泳运动员王赐月看

来，生命的潜能是无限的。

在巴黎奥运会上，王赐月与队友一道

夺得了中国首枚花样游泳奥运金牌。这个

6 岁起开始对抗压腿疼痛、憋气窒息的女

孩，在奥运前夕肋骨断裂时仍绑着护腰坚

持训练。

“8个人必须像一个人，容错率几乎为

零。”要有艰苦的训练，更要有彼此的信任，

王赐月将团队精神视为突破极限的关键，

“正是彼此支撑、共同燃烧的精神力，让我

们的潜能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赐月认为，体育精神的核心：追求卓

越、团结协作、尊重对手、永不言败，这些是

全球青年优雅地面对困难、坚韧地克服阻

碍、激发无限的潜能、创造更大价值的通用

钥匙。

开拓生命潜能的故事，发生在世界

各地。

肯尼亚青年埃利·萨瓦蒂亚·奥蒂恩德

来自肯尼亚的乡村，在那里，他见过听障孩

子在课堂中无助地望着老师，求知的眼神

逐渐黯淡；他也见过听障孕妇在医院里，焦

急地比画着自己的不适，回应她的只有医

生的不解。

在埃利看来，听力障碍者同样拥有智

慧、情感、梦想和创造力，拥有与其他任何

人一样丰富的生命潜能。“然而，语言的障

碍，却将他们的可能性，禁锢在永恒的寂静

之中。”

于是，埃利行动了。

“我们创立了恩威瑟，发明了 Terp
360 平台，与超过 2000 名听障用户共同设

计了 AI驱动的手语虚拟化身，确保它能够

在真实环境中满足每一位听障人士的需

求。”埃利介绍。

埃利说，之所以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

给大家，是因为他深信，“当青年的心聚焦

于守护脆弱群体应有的生命可能性时，我

们不仅能改变个体的命运轨迹，更能重塑

一个社会的包容性与活力。”

在埃利看来，在论坛上年轻人可以结

识有着相同心态、在不同社区寻求解决方

案的同龄人，实实在在证明了青年们正积

极地参与塑造他们想要的未来，“这真的让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叮……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现场，

响起一阵悠扬的铜铃声，这是从 3000多年

前传来的古蜀文明之声。

“蜀道虽难，却从未阻断古蜀先民丈量

世界的脚步。我们借助科技手段，发现

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已非孤岛，中华文明

的早期篇章里，写满了与远方世界对话的

故事。”三星堆考古负责人黎海超向全球青

年讲述了三星堆的故事。

黎海超认为，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这一代中国青年传承文明命脉

的关键使命。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潜能的

发掘，更源于交流互鉴，文明的交流交往，

正为全人类文明贡献生生不息的力量。

意大利青年大使埃尔贝塔·派丽诺用

行动回应着交流交往、互学互鉴的倡议。

论坛现场，她向全场提议：“请向你身

旁的青年领袖们微笑致意！”不同语言的问

候声在会场内漾开。“聚焦共同点，寻找团

结彼此的纽带。这才是创造合作世界的核

心。”这位已 5次到访中国的意大利青年领

袖认为。

她特别观察到了中国青年在技术领域

的热情，“我非常敬佩中国的年轻人，他们

付出的努力正在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我

希望中意青年能在科技以及更多领域展开

合作交流。”

在“不可能”中看见无限可能，将个体

突破融入人类共同发展的壮阔图景，世界

青年们正以青春之力，释放潜能动能，助力

全球发展。

解锁“青年潜能”的关键密码

7月 15日，2025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上，现场青年在认真聆听。 主办方供图

7月 15日，2025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共同宣读《“拓展青年潜能 助力全球发展”国际青年倡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安琪 周围围 周呈宣

这是一场跨越语言、文化与地区的

深度对话。

在 2025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全体会

议上，来自 10个国家的青年部长与各国

青年代表围坐，在“问”与“答”中，青年发

展的话题愈加清晰。

这还是一场全球青年与政策制定者

之间的双向奔赴。

各国部长分享本国政策、介绍工作

重点，用切实的制度回应青年的疑惑、青

年的期待。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越来越酷了。”

阿根廷查科省庇隆主义青年团书记朱丽

叶·坎波的一句话拉开了部长对话序幕。

她由衷地表达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惊叹

与好奇，向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

晓提问中国在科技创新和青年政策方面

的经验。

徐晓回应称，中国注重科技政策引领、

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注重科技人才培养，在

这些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他还指出，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专门出台了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促进青年优先发展。

不少青年代表的问题超越了国界，

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自己国家青年的发

展，也有全球青年的命运。南非 BW 和女

儿农场总经理恩万特沙布·布丽吉特·姆

孔度关心的，是“如何保持青年的创业热

情不被现实磨灭”，其他青年也希望了

解，各国政府在激发青年创造力方面的

成功案例和支持机制。这代表了各国无

数草根创业者的声音。

肯尼亚青年事务、创意经济和体育

部常务副部长菲基里尼·雅各布斯·卡托

伊·卡欣迪表示，该国通过《中小企业发

展政策》、数字基础设施特殊计划，为青

年创业提供保障。坦桑尼亚总理府劳动、

青年、就业和残疾人事务国务部长里迪

瓦尼·贾卡亚·基奎特则强调，该国中央

与地方政府用一定比例的财政拨款扶持

青年项目，为他们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

这些务实的分享，引起了卢旺达辩

论协会项目协调人雷吉娜·尼奥鲁昆多

的共鸣。“坦桑尼亚与我们是邻国，青年

面临的挑战几乎一样。”在她看来，了解

其他国家青年所面临的挑战，共享经验

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也为未来区域合

作打下基础。

“看到各国部长关注并支持青年在

气候政策中的作用，我感到非常鼓舞。我

们不只是希望被倾听，更期待推动制度

真正发生改变。”哥伦比亚巴兰基亚+20
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希奥玛拉·安德里

亚·阿塞维多·纳瓦罗说。

“我们如何真正让青年在推动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是吉尔吉

斯斯坦全球青少年企业家项目经理卡米

拉·扎基波娃关心的问题。

不同制度背景下有不同的创新实

践。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越南青年联合会主席阮祥林介绍，该国

通过《青年法》和“梁定果奖”等激励机

制，鼓励青年投身绿色转型与气候治理

领域；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通利·西苏里则介绍，老挝正在实施

2021-2030 年青年和青少年发展战略，

希望尽早提升国家的青年创新氛围，助

力老挝尽早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地位；

西班牙青年局局长玛格丽塔·德尔·西斯

内·格雷罗·卡尔德隆介绍，西班牙已开

展 200 多个项目，支持青年参与文化保

护、社会创新与气候行动……

这场部长对话更重要的成果，是青

年与政策制定者达成的共识。

东盟青年合作委员会执行秘书碧

碧·扎莱哈·祖尔基普勒表示，青年事务

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而是区域

甚至全球层面的合力推进。青年声音被

倾听、青年参与被接纳，正促使政策制定

者与青年组织共同思考：如何在本国及

区域内，更高效、更系统地推动政策倡导

与项目落地。

伊比利亚美洲青年组织副秘书长帕

德罗·杜瓦尔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期

待，是“与不同国家的青年代表面对面，

探讨如何构建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

路径”。部长对话环节让他深入了解不同

国家在青年政策方面的实践经验，分享

彼此的探索与成果。

碧碧·扎莱哈·祖尔基普勒同样表

示，她将把在部长对话中获得的经验和

观点带回东盟青年合作平台，促进青年

组织间的知识共享和联合行动，真正将

“对话”转化为“合作”。

“这是青年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真

实对话，是架起需求与决策之间桥梁的

过程。”卡米拉·扎基波娃说，只有在这样

的交流与合作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

真正贴近现实的全球行动计划。

跨越国界对话
回应青年期待

7月 15日，2025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参

加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的各国项目骨干分组登

台组队亮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