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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高速看中国

一个国家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迹；一个民族的未
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跨越半个世纪，从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一路走来，习
近平总书记深知青年的渴望，格外关心青年的成长。与青
年通信，同青年谈心，参加青年活动，常把青年记挂心间。
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青年在奋斗前行的道路上点亮航
标、指引航程。

尺素传情，真情流露
写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同青年交流的方式之一。
时隔 30 多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仍然记得

1983 年 12 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几位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
的同学一起读信时的感动。

信，来自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

村。可以说，家乡的 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望
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
扛柱，竭智尽才。”字里行间，满是求贤若渴的期盼，满是对
异乡负笈人的牵挂。

信的落款一句“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拉近了家乡书
记同远方学子的心。

受到习近平同志的真情感召，河北农业大学1984届至
1987届正定籍51名大学生中有一多半人回到正定工作。

当年陆续回乡工作的大学生，如今已在当地农业、畜
牧、林业等一线部门独当一面，他们中还走出了多位石家
庄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专家。

一封封书信，一段段寄语，记录着习近平同志求才思
贤的真情。

2000 年到 2013 年，河北保定学院近百名毕业生自愿
到西部工作生活。

对于扎根西部的青年人，习近平总书记感同身受，“我
在西部地区生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识，那里的发
展需要人才。”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到基层和人民
中 去 建 功 立 业 ，让 青 春 之 花 绽 放 在 祖 国 最 需 要 的 地
方”……2014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
许从中南海传到边疆远塞，飞进支教青年的心坎上。

赞许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用知识
和爱心热情服务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勉励大学生村官

“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嘱咐参加“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扎根中国大地
了解国情民情”……

一纸信笺，承载着始终鼓励青年向下扎根、向上成长
的谆谆教诲。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笔友”中，还有不少外国青年。
“我们觉得您是好人，也很帅！”2019年 2月，美国伊利

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中文班学生，在给习主席的中文信结
尾袒露心声。

很快，他们收到了习主席的回信。习主席不仅称赞他
们“汉语书写工整、用词规范，‘太棒了’”，更寄语他们“为
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这份喜悦，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师生们和日本
青年中岛大地等也感受过。

“愿你们青春正好、不负韶华，都能成就梦想”，罗马国

立住读学校学生卢多薇卡用信中的话鼓舞自己。
“这是对我多年坚持的最好肯定和认可，让我非常感

动。”一封信种下并坚定了一名日本青年做中日友好使者
的理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寄望于青年。一次次跨越
山海的“信笺对话”，于润物无声中，滋养着中国人民同世
界人民的友谊之花。

亦师亦友，言谆意重
于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亦师亦友。“每年五四前

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到年轻人中间和青年学
生相处，到学校看看。”

信守承诺，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青年学子的“课
堂”，谈梦想，论志向，说信仰，做青年人前进、追梦路上的
领路人。

1970 年 4 月，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遨游太空
时，陕北黄土地上，一名 17 岁的青年，激动万分。40 多年
后，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个青年节，习近平来到
见证新中国科技强国梦的航天城，参加共青团“实现中国
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聆听广大青年抒发与祖国
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青春感受。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
史进程紧密相联。”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中国梦熠熠生辉，伟大的召唤指引青年怀揣梦想，大

步前行。
中国有梦，青春无悔。“把自己的梦和祖国的伟大事业

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国伟大事业上，才能成
就你们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循循善诱的话语，令广大青
年学子收获了关于青春的更多思考。

身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程，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思考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鲜明提出
青年成长应该遵循的价值坐标——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四运动策源地
北京大学，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
喻，指出价值观教育要抓早、抓实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很
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要求，成为
当代青年修身立德的八字箴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966 年，还在上初中的习近平，读到了穆青等同志采

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件事一直影响着
我。直到我从政，直到我担任县委书记，后来担任总书记，
焦裕禄精神一直是一盏明灯。学习焦裕禄精神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2017 年五四前夕，在中国政法大学“不忘初心跟党
走”主题团日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把自己的“偶像”介绍
给了青年们。

“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走，他
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这
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大青年
的人生航向。

言传身教，不负韶华
以身教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己在成长路上的切

身感受赠予青年的人生箴言，点燃青春激情，唤醒成长渴望。
总书记以身作则，倡导青年“自找苦吃”——
在延安插队时过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

想关。
“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习近平同志

常用这句话来自省修身，正己正人。
梁家河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他干得最多，每次都

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习近平同志说，只有跨过了
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
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总书记严以律己，激励青年练就过硬本领——
勤奋学习是青春远航的动力，增长本领是青春搏击的

能量。
2013 年，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

说：“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
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
着书，把羊拴到山峁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
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
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 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
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
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总书记分享心得，指引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从青年时期开始，习近平同志就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

智慧的滋养。
2018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考察时，面对一张张朝气蓬

勃的面庞，总书记分享了他的读书心得：“那时候，我读了
一些马列著作。15 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
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
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
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
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
论，就会坚定不移。”

每每同青年对话，习近平总书记都衷心希望每一个青
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
人民期望。

总书记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
筑梦人；鞭策青年官兵“争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
兵”；勉励青年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今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内
容涉及美育、创新、体育等多个方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指引下，当代青年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起跑、冲刺。向着目标奔跑的国家，尽是青
春的模样。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习近平与青年的故事

4月 20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电视剧《觉醒年代》陈独秀扮演者于和伟（前左）、李大钊扮演者张桐（前右）与
北大学生同台演出。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 月 1 日，全国
铁路发送旅客 1882.6 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2%，创下单日旅客发送
量新高。

5月 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420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7.7%。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 12306
售票大 数 据 分 析 旅 客 出 行 需 求 特
点，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持续增
加客流集中方向运力，努力满足旅
客探亲、出游出行需求。 5 月 1 日，
全 国 铁 路 开 行 旅 客 列 车 达 到 11416
列，其中加开列车 1624 列；2 日预计

开行旅客列车 10739 列，其中加开旅
客列车 1081 列。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
行哈尔滨至抚远的“东极行”专列、
海拉尔至扎兰屯的“呼伦贝尔号”赏
花旅游专列等 5 趟旅游列车，近 3000
名游客乘专列饱览北国风光。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在进站口、服
务 台 等 位 置 摆 放 口 罩 、酒 精 、洗 手
液、创可贴、感冒药等防疫物品和应
急备品，为旅客提供应急服务。中
国铁路上海、成都局集团公司认真
做好进出站测温、候车室消毒通风
等防疫工作。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假日期
间 列 车 开 行 具 体 安 排 ，可 在 铁 路
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查询。旅
途中请做好个人卫生防护，配合铁路
部门落实站车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
全健康旅行环境。

1882.6万人次——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新高

铺展神州大地的高速公路，
串联起星罗棋布的红色印记。

罗蒙山脚，正午时分，位于湖
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恭
城书院，静静地向往来游客讲述
那次重要的转折。

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长征
途经通道境内时，中共中央负责
人在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经
过激烈讨论，毛泽东转
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
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

“通道转兵”于危急时刻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土苏维埃政府旧
址、芋头红军路、小水战
斗纪念碑、梨子界红军
墓、锅冲兵书……据统
计，仅在通道县，红军留
下的纪念设施、遗址遗
迹共计 33 处。在湘桂
地区，类似的红色景点
更是难以计数。

然而，一直以来，这
些优质生态和红色旅游
资 源“ 养 在 深 闺 人 未
识”。“路程太远，花费时
间久，参加旅游推介会
时 ，没 有 旅 行 社 愿 意
来。”通道县副县长郑紫
婷说。

近年来，厦蓉、包茂
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
道路延伸到景区门口。
穿“红军装”、走“红军路”、吃“红
军饭”……湘桂地区依托红色资
源，借力高速公路，开始共同打造
红色文旅品牌。

沿着包茂高速公路，途经延
安、南泥湾，游客孟先生从内蒙古
包头一路南下来到通道县。“在湖
南和广西，很多红色景点都在路
边。这一路走来，我对党的历史和
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说。

路通则业兴。以通道县为

例，2020 年接待游客超过 50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2.8亿元，以
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 54%。

郑紫婷说：“现在道路通达，
发展旅游有了更多的底气。下一
步我们将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
充分发挥红色文旅带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全国多
地高速公路建设向着红色
地区延伸，串联起了一大
批红色景区，让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红色景点，亲身
体验和传承红色文化。

一条条穿越红色印记
的高速公路，同时传递着
永不磨灭的红色精神。

——沪嘉高速，初心
之地走出“第一路”，是我
国大陆首条建成的高速公
路。当时参与设计的徐一
峰说：“这是一条用双脚量
出来的路。那时条件差、
技术落后，我们就凭着为
国家修一条高速路的劲
儿，从上海走到嘉定，边走
边勘测。”

——京承高速，养路
工吴喜军坚守 24 年，每年
巡视的路基桥梁连起来可
以绕地球 1 圈。他说：“要
尽全力守护好这条路，服
务好每一位高速公路上的
司乘人员。”

—— 京 新 高 速 甘 肃
段，戈壁大漠里，常年飞沙

走石。马鬃山高速公路大队的辅
警们远离城市和家人，护卫着这
条道路的安全与畅通，坚信“只有
荒 凉 的 地 方 ，没 有 荒 凉 的 人
生”……

30 余载，从田间泥路到高速
公路成网，一位位交通人守初心、
担使命，用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

沿着高速看红色风景。路，
亦是风景！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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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日电 5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以色列发生
严重踩踏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向以色列总统瑞夫林致慰问电，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
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
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就以色列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习近平向以色列总统瑞夫林致慰问电

河北邢台河北邢台：：志愿服务迎五四志愿服务迎五四
5月2日，在邢台市信都区光荣院，志愿者和老人一起包饺子。
当日，河北省邢台市城管局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邢台市信都

区光荣院，开展爱老敬老志愿服务活动，迎接五四青年节。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迎五一迎五一开启动漫嘉年华开启动漫嘉年华
5月2日，径山花海景区内上演的动漫大巡游。
5月1日至5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的千亩缤纷花海内开启了

丰富多彩的动漫嘉年华，安排了活动主题区、中央舞台区、游戏区、文创区、美
食区等8大活动区域。动漫嘉年华以“花径灵的奇妙历险”为主题，花径灵带
着茶小僧、梨小六、小梨君、当关夫、径灵子、古灵精等动漫人物上演一场穿越
花海童话的奇妙历险。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