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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

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新

特点，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2019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满怀深情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

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青年

的进一步阐释。当前，必须培养更多有远大理想抱负、有浓厚家国情怀、有伟大创造力的新时代青年，锻

造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先锋力量。

新时代青年要有远大理想抱负

青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锤炼品德修为”是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第一步

的关键。朱光潜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指出，青年存在“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

不能耐苦”的毛病。新时代的青年同样需要对此警醒。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社会的转型期，

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更要时刻警醒，面对社会纷繁复杂的诱惑、各种负面思潮的影响，既不能逃避，也不应随波

逐流“娱乐至上”。树立远大理想，坚持举旗守正、诚意正心，才能有所作为、未来可期；自觉抵制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正

确的价值选择。青年时期就树立远大理想将引领人的一生，成就不朽事业。青年毛泽东留下“埋骨何须桑

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后走出乡关，踏上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征途。青年周恩来一句“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他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青年钱学森、邓稼先留学后毅然放弃国外

优厚的待遇，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青年张思德、雷锋，

用平凡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成为时代楷模。

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力。孔子在《论语》中指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三点“足兵、足食、民信”，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人民

对国家信心、信念和信仰。的确，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引领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是 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

是 35 岁；还有蛟龙号、量子卫星、“天眼”FAST、复兴号高铁、C919 大飞机等，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是

集体的力量，而青年是集体中的先锋。回顾我党的光辉历程，更能充分说明注入年轻血液是促使集体迸发

出思想火花、实现既定目标的不可或缺之要素。党的“一大”13 名参会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但正

是这群青年中的坚定的革命先驱，继往开来、跨越苦难、砥砺前行，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胜利。而今，“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个人的志向一旦与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理想就获得了张力，格局与气度就得到了拓展，人生就拥有了无限可能。

新时代青年要有深厚家国情怀



回望历史，“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成为贯穿中华文明的一根主线。在此感召

下，当近代中国遭遇危机、国难当头之时，中国青年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更没有沦为贪生怕死的苟且

者，而是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挺身而出，化悲愤为力量，担当起民族救亡的重任，成为担当时代使命的先锋，

展现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赤子般的忠诚与热爱。这样一种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换取民族尊严的决心，又极大

程度地激发了更多中国青年的斗志，他们相继用英勇果敢的爱国行动发出了登上历史舞台的铿锵宣言。青

年们在革命的壮烈疆场上抛洒热血，杨靖宇、赵一曼、卢德铭、江竹筠、刘胡兰等青年为国家救亡献出了

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壮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熔炉中

顽强拼搏，以雷锋为代表的青年劳动模范，以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青年科学家，还有青年突击队、

青年垦荒队等，书写了一首“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服务”的青春诗篇；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书写传奇，

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到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希望工程、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等活动中，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各行各业第一线勤勉工作、开拓奋进，唱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每一步飞跃都离不开青年人的爱国担当和接力奋斗。

放眼未来，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

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这就需要新时代的青年不仅继承先辈们热爱伟大祖国的优良传

统，更要担当时代责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的青年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中流砥柱，将成为民族复

兴大业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没有人会恩赐给

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当下，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青年一代少一分佛系懒丧，多一些

阳光进取；少一分畏难图安，多一些刚健勇毅；少一分好高骛远，多一些求真务实。只要我们青年一代怀

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坚定报国的志向，永葆奋斗的激情，终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

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

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新时代青年要有伟大创造力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青年时期是学习知识、追求真理、练就本领、修学储能的黄

金时期。《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是 30岁，恩格斯是 28岁，他们不畏艰难、坚持斗争，为全人类的

解放事业发出呐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 29岁，他把墨水当蜜糖，真理的味道是那么甜。当下，

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科技、文化知识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特点，青年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打牢

基础，才能激发出潜能、展现出创新的活力。新时代青年拥有优渥的学习环境、丰富的学习平台，更要增

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习，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习掌握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持续追寻真理，与时俱

进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面“练就过硬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

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伟大的创造力来源于真才实学的积累，形成于脚踏实地的坚持奋斗。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在多个场合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他教导青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先后写了 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30里借书、30里讨书”、“在梁家河期间过跳蚤关、

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这‘四关’”等，这些言传身教让我们感受到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今天，我们

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只有通过奋斗，才能把对

知识的敬畏与仰慕转化为奉献国家、社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实干劲头，在奋斗中

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