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熊可吟/校对：侯金梅/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要 闻 2 2024年5月4日 星期六

（上接1版）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

周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广大青年
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
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

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

管青年工作原则，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
导，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广大青年建功
立业。共青团要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
党赋予的使命任务，传承弘扬优良传
统，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
不懈奋斗。

（上接1版）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分享了前一晚

观看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文艺晚

会的感受，勉励道：“澳门中乐团的演出

质量很高”“澳门是有民乐土壤的，当代

青年人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

拥护者、忠实学习者。”习近平总书记

讲起自己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起阅

读中华文化典籍，养成“开卷有益”的

习惯，如今有闲暇仍是“一书在手，其

乐无穷”。

从总书记的青春故事中，韩幸芸找

到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筑牢文化自

信，汲取营养和力量的答案。

每每同青年们交流，总书记就像是

老同学、大朋友，传授过来人的经验，给

出贴心的指导。

说到“学习的目的”，总书记提出“把

学到的知识回馈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谈论“应怎样做人”，总书记指明“年

轻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做有原则

的人，要有一种操守，自己给自己制定一

些做人的规矩”；

探讨“要如何立志”，总书记叮嘱“在

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

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

成就一番事业”；

……

“总书记的语言平实而真诚”“他的

观点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思想而且都是

正能量的”“幽默风趣”“很博学”……总

书记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给青年们

以启迪和感悟。

青年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少

不了成长的烦恼。深知青年的压力和不

易，总书记始终关注青年成长的“关键

处”“紧要时”。

2022年6月，正在四川考察的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宜宾学院。求实会堂里，

一场企业招聘宣讲会正在进行。

“我来听听你们是怎么招聘的。”习

近平总书记向企业负责人一一询问招工

需求，又向学生们详细了解就业意向和

求职进展，“都是学什么专业的？想去哪

里工作？”

即将毕业的刘江告诉总书记自己曾

经当过兵。总书记称赞道：“有这个经历

很好，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总书记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大学生就业要怀着一颗平实之心’，深

深鼓舞了我。”如今已成为工程师的刘江

脚踏实地学习积累，不断锤炼提升自己

的专业技能。

从坚定信仰、为人修身，到求学择

业、创新奋斗……总书记深刻把握当代

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和规律，用青年人

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为青年发展指点

迷津，指明方向。

“现在大学生村官好多已经30岁

了，我们都要结婚、生孩子，但我们目前

的收入很难支撑这些别人看起来似乎很

平常的梦想”“服务期满后，我们的出路

在哪里，也是我们纠结的问题”……

2014年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现场，

面对习近平总书记，“80后”大学生村官

冼润霞袒露心扉。

听完冼润霞的发言，总书记当场给

予回应：“要关心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

活，包括婚恋问题，给他们创造条件扎根

基层、实现梦想。”

不久，广东省研究制定了大学生村

官的培训、流动机制，广州市组织搭建起

了婚恋交友平台……“没想到总书记关

心得这么细。青年人的梦想、工作、生

活，他都装在心上。”冼润霞说。

“要千方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

事”，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细致入微的关

爱始终如一。

在福州时，习近平兼任闽江职业大

学校长。在他的关心推动下，学校破格

录取了无臂学生黄道亮，对历经三次高

考终于圆梦的黄道亮而言，“不亚于一次

重生”；

2016年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审议

现场，得知十八洞村的大龄男青年“脱

单”有了新进展，总书记十分欣慰；

2023年上海考察时，听到外来务工

青年在出租房社区住得好，想“在这里安

个家”，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啊！扎根，

落户，发展”；

……

“总书记了解青年、理解青年，知道

我们的所思所盼，带给我们奋进的力

量。”这是当代青年的共同心声。

贴心：“总书记是我们的学
习榜样和人生导师”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

廓。”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

前行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是青年们最坚

定的引路人。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时至今日，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樊静蓉

依然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叮咛。

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解读新时代”读书讨论

会上，面对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将自

己年轻时确立信仰的过程娓娓道来：通

过在基层岁月中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

实践，通过为人民做实事、谋福利，深刻

地体悟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能科学地解决

许多实际问题，更是一门以增进人民福

祉、创造理想社会为己任的真学问。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樊静

蓉深受震动和教育。从北京大学毕业

后，樊静蓉选择来到重庆渝北区玉峰山

镇玉峰村当了三年大学生“村官”，在乡

村热土中实践信仰。

“学莫便乎近其人。”榜样，是行动的

力量。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番推心置腹的

求知心得，当时21岁的厦门大学经济系

学生张宏樑明白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原

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跟随着习近

平总书记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年轻党员干部克服在学习方面存在的问

题，“常修常炼、常悟常进”……

“学长好！”2021年4月，即将迎来

建校110周年的清华大学，以青春的朝

气和如潮的热情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

到来。

尽管已时隔三年，和总书记面对面

的一个个场景，依然深深镌刻在清华大

学社科学院研究生宋珂昕的脑海里。

“总书记回忆起自己在清华读书时

的经历，鼓励大家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宋珂昕还记得，得知她入选了备

战东京奥运会中国女篮名单后，总书记

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年级、专业、场上位

置，还说“会一直关注”她。

“这不仅是领袖对青年的期望，也是

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的关怀。”每每想到总

书记的亲切叮嘱，宋珂昕都觉得心中有

使不完的劲儿。

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

“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

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

年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将这

份寄望赋予新时代中国青年。

2024年3月，绵绵春雨中，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

校区）。

学校大厅里，数学与统计学院大三

学生黎洁上前，向总书记汇报自己的求

学感受，表达“一定珍惜青春，不负韶华，

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的志向。习

近平总书记点头给予鼓励。

迎着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总书记勉

励：“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子

正当其时。”

“总书记的话语中有一种坚定不移

的力量感染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前进。”

黎洁说。

把握时代方位，要求“广大青年要勇

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指明奋进方

向，引导青年“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

族的事业中”；寄予殷切期望，鼓励“新时

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

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

言近旨远，情深意长。

“总书记和我们心贴心”“总书记时

刻为青年计”“总书记是我们的领路

人”……在广大青年心目中，习近平总书

记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更是青年

友、青年师。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深情

寄语中，蕴含着的，是对党和国家千秋功

业的无限瞩望。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收到习近平主席的复信，我感到
非常激动和自豪。”河钢集团斯梅戴雷
沃钢厂职工斯特凡·内希奇对新华社记
者说。

4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河
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籍职
工，勉励他们为中塞友谊作出新贡
献。钢厂职工们表示，这封复信让他
们对钢厂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将继
续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浇筑塞中铁
杆友谊”。

深受鼓舞，备感荣耀

斯梅戴雷沃钢厂成立于1913年，曾
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由于市
场、管理及转型方面原因，钢厂一度陷入
困境，濒临倒闭。

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斯梅戴
雷沃钢厂。在双方管理团队和钢厂工人
的共同努力下，钢厂面貌焕然一新，为斯
梅戴雷沃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钢
厂在中资企业投资后迅速扭亏为盈、
5000多名职工的工作岗位得到保障、数
千家庭享受平静幸福生活。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
行国事访问期间，曾到斯梅戴雷沃钢
厂同职工面对面交流。日前，河钢集
团斯梅戴雷沃钢厂30名塞籍职工代表

致信习近平主席，介绍钢厂发展近况
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表达
对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促成该项目
的感激之情。

“我没想到习近平主席这么快回
信！”钢厂职工内纳德·茨韦塔诺维奇激
动地说。茨韦塔诺维奇说，钢厂投资新
建了高炉煤气柜、加热炉等设备，“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好”。

钢厂材料管理及维护部门负责人波
波维奇·博扬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的复
信对钢厂职工意义重大，大家深受鼓舞、
备感荣耀。

“继续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作贡献”

4月30日，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
明向斯梅戴雷沃钢厂负责人和职工代表
转交并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复信，现场响
起热烈掌声。

李明说，斯梅戴雷沃钢厂职工对习
近平主席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复
信，都深感荣幸、振奋，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希望钢厂职工继续参与到中塞
关系的发展中，不断为两国加强合作
作贡献。

作为钢厂管理团队一员，河钢集团
塞尔维亚公司执行董事宋嗣海也深受习
近平主席复信的鼓舞。

宋嗣海说，钢厂团队将牢记习近平
主席的嘱托，带领5000多名职工继续把
钢厂经营好。收购钢厂以来，团队对钢
厂装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企业面貌焕然
一新，环保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

在河钢进驻之前，钢厂不少设备陈
旧，工艺流程落后。中国企业引入了新
技术新设备，让工人们接触到现代化的
生产流程。钢厂2022年投产的烧结厂
通过改造现有设施和建设新设施，减少
了能源和附加材料消耗，有效提升了环
保水平。2023年，斯梅戴雷沃钢厂区域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比欧盟
标准更低。

而今，斯梅戴雷沃钢厂重新成为“塞
尔维亚的骄傲”，两国员工还为建设在欧
洲具有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共同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提高效率并扩
大业务，以确保钢厂的长期发展。在河
钢集团支持下，在塞中两国持续合作中，
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钢厂未来将
继续为当地和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作出
贡献。”博扬对此充满信心。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强调，斯梅戴
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

利合作的成功典范。钢厂职工是中塞友
好合作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也是
受益者。

钢厂职工斯拉詹·斯托亚诺维奇感
谢习近平主席对钢厂职工付出努力的认
可。“只有伟大的奉献精神和努力工作才
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他说，“塞中铁杆
友谊坚不可摧。尽管我们的文化不同，
但对工作的奉献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懈
努力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塞尔维亚学者亚历山大·米蒂奇认
为，习近平主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复信斯梅戴雷沃钢厂职工，体现了他对
劳动者的关心以及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
资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重视。

在米蒂奇看来，塞中两国在多个领
域的合作都取得积极成果，“斯梅戴雷沃
钢厂是塞中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
典范，为当地乃至塞尔维亚的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内纳德·斯特基奇说，习近平主席的复
信体现了他对斯梅戴雷沃钢厂职工工作
以及他们为塞中友谊所作贡献的认可和
支持。斯梅戴雷沃钢厂是塞中高质量经
济合作的象征之一，已成为两国互利合
作的典范。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习近平
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近日由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020年11月《习近平与大学生朋
友们》一书出版发行后，在广大青年学
子中引起热烈反响。《习近平与大学生
朋友们》第二卷沿用原有体例，通过24

篇访谈实录，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
和中央工作期间，深入高校调研考察、
关心指导大学生的生动故事，充分反映
了习近平同志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始终
高度重视、念兹在兹，为我们树立了“做
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
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第二卷出版发行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一所匈中双语学校。
用中文说“你好”，是孩子们的第一堂课；匈

牙利诗人裴多菲名句的中译文，不少人能熟练背
诵；老师会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学家鲁迅……从
小学到高中，学生们在这里系统学习中文和中国
文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9年10月，时任国家
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匈牙利期间到这所学校考察。
现任匈中双语学校校长埃尔代伊·苏珊娜作为亲历
者，对这番寄语深感共鸣。

2023年，习近平主席复信该校学生，鼓励匈牙利
青少年更多了解中国，“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
使者”。

“习近平主席一直关心我们学校的发展。”埃尔代
伊说，在习近平主席的鼓励下，学校已培养出一批“匈
中友谊的建设者”。

双语学校变化巨大

探访匈中双语学校，仿佛踏入一片中国文化的小
天地。校门口一对石狮还有中文名字——雄狮“多
多”，雌狮“丽丽”。校园内，伫立着一座孔子铜像。教
室用中国结、红灯笼、中国书法作为装饰。记者采访
时，看到有些学生正在学习勾画京剧脸谱，还有人在
学习太极拳、剪纸等。

这所学校是中东欧地区首个使用中文和母语
双语教学的公立全日制学校，今年正逢建校20周
年。起初，学生大多来自在匈牙利工作和生活的中
国家庭。

“习伯伯，您好！”2009年10月，学生们在黑板上
用中文写下欢迎语。时任校长郭家明感慨地说，那次
访问中，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学校的孩
子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匈两国的友谊事业后继有人。
离开时，习近平主席特意叮嘱，天气寒冷，不要让孩子
们到户外送别。

如今，学校已扩大到12个年级、20个班，在校学
生500余人，大部分是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学生。学
生不仅有汉语课，绘画、音乐、计算机课也用中文教
授。2017年，该校与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合作建立了孔子课堂。

埃尔代伊校长说，习近平主席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很坚定”，“一以贯
之”，“非常鼓舞人心”。学校发展长期得到匈中各界广泛支持，学生们有机会到访
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流。

做“有温度的”友好使者

“祝您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天天开心！”这段写在田字格里的
汉字整齐秀气，是匈中双语学校学生胡灵月、宋智孝写下的祝福。

2023年春节前夕，她们代表全校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按
照中国风俗拜年，讲述在校学习中文12年的感受，表达将来到中国上大学、为匈中
友好作贡献的愿望。

匈中双语学校中方负责人、中文教师王悦说，两名学生当时用不同纸张试写，
争取最好的书写效果，信里没有华丽辞藻，质朴而真诚。

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亲切而温暖。在信中，习近平主席谈起2009年在匈中双语
学校同师生们交流的情景，为学生们长期坚持学习中文、立志为中匈友好作贡献

“点赞”。他欢迎学生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学，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匈牙利青少
年喜欢上中文、学习中文，有机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当今中国和
中国的历史文化，努力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长久努力，梦想成真，胡灵月和宋智孝2023年被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录取。

她们在北京的大学生活“有意思”、也“有挑战”，每天都有“跨文化的体验”。
“中国吃米饭多，匈牙利吃土豆、面包多”，“匈牙利习惯用刀叉，这里用筷子”，两国
也有一道搭配相似的家常菜“土豆炖牛肉”。胡灵月在学校国际文化节上结识了
好朋友，平时经常聊天，在对方的帮助下更好地适应在北京的生活。

她们就读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梦想是学成后当老师，“给匈牙利学生们讲中
国的故事和文化”，“做有温度的匈中友好事业的使者”。

“到中国去”

王悦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的复信极大鼓舞了匈中双语学校学生。以优秀
学长为榜样，很多学生现在学习中文的热情更高了，争取今后有机会到中国学习
深造。

中文名为伍上的学生杜龙德·埃内斯特·山多尔到过广州、深圳、北京等多座
中国城市，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他看来，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12年级学生英厄斯·多丽娜对中国文化很着迷，尤其热爱古筝和中国民族
舞。“我好想到中国去，想结交更多中国朋友。”她说。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对新华社记者说，匈中双语学校为两国人民提供
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双方可以学习和认识彼此的文化和文明，鼓励人们保持开放
和客观的态度。

匈中双语学校自2016年起增设中学部。近年来，不少高中毕业生考入匈牙
利知名高等学府罗兰大学。除了继续学习中文，很多学生选择经济、数学、教育
等专业深造。王悦告诉记者，又有十几名学生已被中国高校录取，今年9月就要
来华学习。

目前，匈牙利已开设5所孔子学院。匈牙利人对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兴
趣不断高涨，中文已被纳入匈牙利国民教育体系，并成为高考科目。双方互设的
文化中心也是展开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记者探访校园
快结束时，听到教室内传出的中文歌，歌声嘹亮，激情飞扬。

（新华社布达佩斯/北京5月2日电）

青年的朋友习近平

“用实际行动浇筑塞中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复信令斯梅戴雷沃钢厂职工深受鼓舞

□新华社记者 邓耀敏 石中玉 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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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2020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重温入学誓词（2020年7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