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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在“五四”青年节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委托工作人员，向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 1502 班团员青年致以节日的问
候，对同学们立志“不忘初心，用一生来践行跟
党走的理想追求”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他们坚定

信仰、砥砺品德，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努力成长
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为法治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7 年 5 月 3 日，习近平到中国政法大学
考察时，参加了 1502 班团支部“不忘初心跟党

走”主题团日活动，对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
殷切期望。

近日，1502 班团支部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来信说，一年来，同学们牢记总书记教诲，
自觉用行动践行“不忘初心跟党走”的誓言。大家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些同学正式入了党，一些同

学成为了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起的“不
忘初心跟党走，青年立志做大事”倡议活动，得
到几千名法大学子响应。大家还积极参加普法、
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到梁家河和兰考县参观
学习。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同学们进一步坚
定了永远跟党走、为国作贡献的决心。

习近平勉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502 班团员青年

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
实现人类解放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一
以贯之的核心。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
有着深厚的人类情
怀。

进入新时代的中
国，秉承中华文明
“世界大同”“和合
共生”理念，站在人
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
度，倡导并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赋
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
时代内涵。

为全人类谋幸
福，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价值基础；实现
“ 自 由 人 的 联 合
体”，是马克思始终
如一的目标。

目睹劳苦大众的
悲惨命运和资本主义
社会的种种不公，马
克思提出了自己憧憬
的理想社会：消灭剥
削和压迫，建立一个
“ 自 由 人 的 联 合
体”，在那里，人们
利益相融、互为依
赖，“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

古往今来，过上
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
人类孜孜以求的梦
想。中国圣贤憧憬
“大同社会”，古希
腊哲人期盼“理想
国”，而马克思“自
由人的联合体”思想
从哲学和科学高度，
为实现这一理想指明
了方向。

100 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超越民族、
国家，以全人类福祉为依归的“联合体”思
想依然启示着世界。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
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 年 3 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
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今时代，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灿烂
文明，但也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
理赤字。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贫富差距依
然是威胁人类的紧迫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马丁·沃尔夫
得出结论：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今天的现实，
没有全球共同体，人类造成的危害将失去控
制。

面对全球性的现实挑战，人们愈加认清
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
类社会迫切需要超越传统国家和民族隔阂，
构建一个共担时代责任、共享发展成果的
“真正的共同体”。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前途在哪里？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
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
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
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7 年 1 月，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地阐述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世界发展和人
类未来正确方向，在全世界引起广泛而强烈
的反响和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世界大
同”“和合共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对马
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
相统一的天下胸怀和大国担当，成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作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中国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谋求
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发展
机遇，提供发展思路，搭建合作共赢、共享
发展的平台。

计利当计天下利。幸福应是全人类共同
的感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全球化潮
流，合历史之法、时代之理、现实之需、未
来之势，如今已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上
升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指引人类社
会共同发展的鲜明旗帜。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穆勒评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世界上落地生
根”。

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历经
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今天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中国正顺应时代潮流，与各国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记者张伟、叶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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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

梦想成真

———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
起热烈反响 临近“立夏”节气，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古

镇丁山河村举行包粽子、烧“野米饭”、制米塑等传统
民俗活动，迎接“立夏”。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传统民俗迎“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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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大学是立德树人、
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
年人学习知识、成长成
才的地方。日前，在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深刻阐明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
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进入
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
切，对优秀人才的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烈。当前，我国高等教
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
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
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
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
发展道路才是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
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
学校的共同使命。高校
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
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办出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
住办学正确政治方向这
个根与魂。纵观教育史，
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
辅相成，世界一流大学
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
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
高校要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最根本

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鲜亮的底色，抓
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的认识，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
义真理力量，坚定“四个自信”，为成长成才打
下科学思想基础、筑牢理想信念基石。“才者，
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无德不立，育
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高校要办好学，就要把立
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真
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素
质教师队伍是关键。“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
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建设政治素质过
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
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好的教师，既
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坚持教育者先受
教育，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把教书育
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真正成为为人师表、受人尊
敬的好老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
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形成高水平
人才培养体系是保障。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
又要有真才实学，这与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
相关。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多个方面，而贯通其
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就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把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有效转化为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凿井者，
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要着力打造科
技攻关团队，在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一大批战
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输送生力军。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新时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也
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机遇
期。坚定信心、开拓进取，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我们的高校必能培养出大批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必将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更大辉煌。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不负重托 无悔青春
回访同习近平总书记交流过的青年人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
念兹在兹，多次到高校考察调研，多次同青年代表
座谈、与青年人通信。胸怀远大的格局、源于生活
的体悟、平易近人的话语，总书记为青年成长成才
指引方向，激励着青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懈
奋斗。

2018 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新华社记者采
访了一些曾经同习近平总书记交流过的青年人。
听他们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时代
的大潮中争当奉献者、开拓者、奋斗者。

“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
也必将大有作为”

——— 青春最好的开端，莫过于能将个

人理想信念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势
的轨道上。让青春之光，照亮前行方向，有
什么样的青年，就将成就一个怎样的青春
中国。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习近平总书记送给青
年的八字箴言，是青春永恒的关键词。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考察，大
一新生邹瑞阳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让我印
象最深的就是那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朴素又生动。”

“总书记提出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这些

话醍醐灌顶。”四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邹瑞阳
说，这八个字，自己用四年大学时间去领悟和
践行。

如今，邹瑞阳已成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一
名硕士研究生。5 月 2 日，他有幸再次参加了习
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总书记讲
到爱国、励志、求真、力行，这让我强烈感受到，
国家的事、民族的事，就是我们青年的事。”邹瑞
阳说。

每次同青年代表交流，总书记就像大朋友
一样，同大家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故事，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去勉励青年不枉费青春年华。

2013 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
优秀青年代表说青春、论志向、谈梦想，激励青
年练就过硬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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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羊拴到山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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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梦想的树立从学习开始，事业的成就靠本领创
造。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蔡仁杰曾是该校“刑事
法律诊所”的一员，通过平日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百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他更加了解了社会对
专业法律工作者的需求，也从生活中理解了法
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蔡仁杰记得，去年此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强调，广大青年抓学习，
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
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

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
“一年来，自己边学习边参与社会实践，对

总书记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蔡仁杰说，自己
要继续把学习、观察、实践同思考结合起来，按
照总书记要求的，不懂就学、不会就练，努力成
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法律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代人
将全程参与其中。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
这样好的历史际遇更需要我们奋发有为。”邹
瑞阳说。

“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保持始终如一的
思辨精神、创新思维，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
方向，我们这代人大有作为。”蔡仁杰说。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 青春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能让

个人成长与国家进步交相辉映。以青春

之我，奉献一方热土，有什么样的青年，

就将成就一个怎样的青春中国。

18 年前，从保定出发途经河北、河南、陕
西、甘肃、新疆五省区，行程一千二百公里，历经
56 个小时火车和一天的汽车跋涉，李桂芝和她
的同学们第一次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
且末县。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恶劣的
自然环境、生疏的语言环境、难以适应的生活也
曾让李桂芝打过退堂鼓。

然而，她并未忘记自己奔赴西部的初衷：
“听说这里急缺教师，我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就是我们的一种爱国和担当。”

（下转 3 版）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5 月 3 日，纪念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重点图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
开。座谈会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
办。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也是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按照中央总体安排，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编译了三种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重点图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纪念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以及《马克

思画传》普及本，由人民出版社和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党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中央政治局多次围绕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进行集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
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此次编译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重点图书，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以科学态
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源头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了
解马克思的光辉业绩和杰出贡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具有重要意义。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重点图书在京首发

风 机 下 的

年 轻 身 影
在位于三十里风区的白杨河风电场

内，王美乐查看风机运转情况（ 4 月 20 日
摄）。

新疆吐鲁番的四五月份，正是戈壁滩上
风最大的时候。白杨河风电场位于吐鲁番地
区三十里风区的茫茫戈壁之上，因为常年刮
大风，这里被称为“魔鬼风区”。2015 年，刚
刚大学毕业的王美乐来到这里，成为华能吐
鲁番风电公司白杨河风电场的一名检修员，
为 165 台风机“检查身体”。

风大风多，是他在这里工作三年的唯一
感受。每年春天这里七八级的风很常见，还
有十二三级的大风，人都没法走路，砂石砸
风机的情况也多。日常检修时，风机检修员
需要爬到五十米高的风机顶上去。“每次一
爬到风机顶上，还是有些害怕，不仅特别高
还不停晃悠。”到了夏天，戈壁滩上的风电场
更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地表温度能达到
80℃。而一入冬，这里的气温虽然不算很低，
“但冷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似的割得疼”。
“不管什么工作也都得有人干啊，习惯了也
就没觉得有啥了。”王美乐说。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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