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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陈嘉音
“上海这波又赢麻了”“不愧

是上海”……随着成片弹幕飘

过，青春上海的“B 站最强综艺”

《青春会客厅》系列视频迎来了

尾声。它作为团组织与 10 余位

百万、千万级 B 站 UP 主共创的

一个特色栏目，以或欢脱或感人

的图景，展示了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所面对的复杂命题——初

来乍到的年轻人如何融入一个

陌生的社区？当我们对日复一

日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到倦怠时，

该如何为自己“充电”？在变动

不居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又该如

何实现自我价值，乃至把这种价

值迁移或反哺给乡村？……

在《青春会客厅》系列视频

产品收官之际，我们不禁思考：

这些以青年为主题的视频背后，

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和推动着

我们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于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这个理念的

理解和实践？

青年发展型城市，并非只是

让青年人参与城市建设，而是让

青年人的需求、愿望和想法成为

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样的城市，不仅适应青年的需

求，更是由青年自身所推动和塑

造着。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我

们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

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

个领域的共同努力。

在科技创新的领域里，青年

人是探索未知的勇士。《青春会

客厅》节目，以独特的视角和鲜

活的语言风格，讲述了科研一线

青年工作者在科技领域的探索

和实践。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

正是这些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

的青年人，引领着科技的进步，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的

领域里，青年人又成为了连接

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在金山那

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 UP 主们

如何在乡村中寻找宝藏，体验

农耕文化，以及如何在山川湖

海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这

些都充分展现了青年在乡村振

兴和绿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

贡献。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

正是这些有担当、有理想的青

年人，让乡村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

在社会服务和卫国戍边的

领域里，青年人的身影也无处不

在。搞笑幽默的特警大哥，会在

排爆演练里独自一人拿着遥控

器走向炸弹，承受着周围50米范

围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孤独

感。“面对炸弹，你会害怕吗？”

“害怕，但是这是我的职责。”在

新华社区，我们看到了青年们如

何参与社会服务，为社区建设发

光发热。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正是

这些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青年

人，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了无限的

活力和希望。

为什么大家总爱说“不愧是

上海”？近年来，上海聚焦新市

民、青年人安居乐业的需求堵

点、痛点和难点，出台了大量政

策和措施。例如在基本公共服

务上，上海力求从青年视角补齐

均等化的短板，一些新兴的创意

园区不仅致力于打造服务完善

的“24小时社区”，以迎合青年人

的需求，而且有意愿将公共空间

扩大到整个社区、办公区域乃至

居住楼栋内部。这些创意园区

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社交和互动

的新可能性，以增强社区的活

力，让青年人在这里更好地交

流、互动和成长。一位上海网友

在岑卜村这期视频中感慨：“和

印象中的乡村很不一样。前不

久新村民们还弄了个稻田音乐

节，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充满了

活力。”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通过

《青春会客厅》这个栏目，我们看

到了青年在各个领域中的创新

和实践，看到了他们在城市建设

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这让我

们更加相信，只要给予青年足够

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就能够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青

年和城市双向奔赴、彼此成就，

互为贡献者和受益者，这正是青

年发展型城市的要义。

看“四化”未来产线

体悟中国式现代化
更迭演变缩影

在马钢特钢公司优棒生产
线前，无处不在的智能装备正在
彻底颠覆人们对传统钢铁企业
的刻板印象。这里是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马钢时发表重要讲话
的地方，也是理论学习教育的

“实景课堂”的展示点之一。
2020年8月19日上午，正在

安徽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国宝武马钢集团，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察看重点产品
展示。在2023年9月底的“实景
课堂”中，中国宝武团员青年们
重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路线。青年宛家旺在三年前，曾
面对面聆听了总书记对中国宝
武提出“老大”变“强大”的殷切
期望。“当我站在总书记曾经轻
抚过的H型钢前，仿佛穿越时间
与空间，回到了三年前的场景，
内心充满了自豪感。”三年后，参
与“实景课堂”的团员青年们正
在近距离感受智慧化软件和高
性能硬件紧密协调工作的未来
制造场景，并通过科研青年讲述

“卡脖子”核心产品攻关研发历
程和互动多媒体介绍等方式，沉
浸式地体验马钢近年来发生的
巨大变化，见证新时代中国钢铁
工业的成长发展。

为了能让团员青年更好地
体悟中国式现代化更迭演变缩
影，宝武各基层团组织充分利用
产业生态圈伙伴单位资源，组织
公司团干部和优秀青年岗位建

功集体代表，沿着总书记的足
迹参观马钢集团，引导团员青
年在鲜活生动的参访中感悟习
近平总书记对宝武的殷切期望；
沿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
程参观了梅山钢铁，引导团员
青年在厂区容貌的岁月变迁
中，感悟周恩来总理“早日抢出
梅山铁”的殷殷嘱托和钢铁强
国的初心使命。

在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学
习中，身边的“劳模先进资源”也
成了学习的“金钥匙”。如马钢
矿业邀请全国劳模卜维平、梅山
矿业邀请“出矿标杆”刘焕景等
前辈分享个人奋斗感悟，生动诠
释宝武精神、老一辈矿山人艰苦
奋斗的精神，带动团员和青年围

绕“三个问题”开展大讨论，在
“自画像”剖析中相互启发，在对
照反思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深层次理解。

以“学习三问”

牵引团员和青年
主题教育学习见行见效

如何让团员和青年主题教
育落在青年心坎上，离不开构建
立体化学习路径，凸显学习实感
实效。为此，中国宝武集团团委
以“学习三问”牵引团员和青年
主题教育理论学习见行见效。

首先是聚焦重点学，以团中央60
篇重点篇目作为基本内容，特别
是把《论党的青年工作》作为学
习重点。其次是联系实际学，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宝武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
为重点内容。三是持续跟进学，
将“青年大学习”团员和青年主
题教育专辑、“青年会客厅”等新
媒体理论学习产品，“宝武微学
苑”开设的“团员和青年主题教
育学习专区”有关学习课程作为
重要辅助材料。

“学什么”解决了，还要回答
好“怎么学”的问题。中国宝武
集团团委多措并举推进组织化

学习，聚焦基层团组织“4+1”基
本规定动作，落实“支部学习六
步法”。宝武智维团委加强“近
地联动”，以团支部联学、资源共
享为依托，以“团支部+青年读书
小组”为基本单位，跨单位、跨部
门成立27个读书小组，开展读书
活动14场。宝武碳业团委以各
级团组织书记、委员及“青马工
程”当期学员为重点，开展2期读
书班集中学习，通过领学自学逐
篇精读深研重点学习篇目。

为扩大学习覆盖，宝钢股份
团委开展“先辈的旗帜 后浪的
力量”主题团日活动，邀请老领
导讲述钢铁人前赴后继、接续
奋斗的感人故事，常态化开设

“悦读阅好”读书分享会。宝武
资源团委以“理论学习+”模式
驱动，融合“研修交流”“沉浸体
验”等工作载体，通过开展“党
建带团建 书记面对面”专题座
谈交流会、《论党的青年工作》读
书分享会等，持续加强青年思想
政治引领。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
火热的产线就是青年们的绝佳
课堂。一代又一代宝武钢铁人
秉承产业报国、钢铁强国的初心
和使命，深深感染了每一位青
年。“生逢盛世，我们这一代青年
的职业生涯与这一伟大征程完
美实现双向奔赴。”作为宝武资
源团组织负责人，张鸣表示要以
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为契机，团
结和引领宝武资源广大团员青
年紧紧围绕勇担“中国铁矿石资
源安全保障先锋”这一历史使
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希望。

为什么大家总爱说“不愧是上海”

中国宝武集团团委多措并举推进组织化学习

将火热产线打造成“实景课堂”
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国宝武集团团委着力在理论学习实效和方式上下功夫，一方面多措并举推进组织

化学习走深走实，917个团支部“思想旗帜”“坚强核心”“强国复兴”专题学习实现全覆盖。另一方面，组织团员青年重走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中国宝武马钢集团路线，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宝武重要讲话精神，以“学习三问”牵引
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理论学习见行见效，将火热产线打造成理论学习教育的“实景课堂”。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青春会客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