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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草木葳蕤、生机盎然。今天是
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 105 周年纪念日。
我们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缅怀五
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以更好地
弘扬五四精神，激发复兴力量。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以磅礴之
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
的志向和信心。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五四运动“是一
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
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
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
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
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伟大运动，
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
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
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
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
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激励下，一代又一代
中国青年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谱写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进入新时
代，从广袤田畴到企业车间，从科研一线到风
雪边关……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用
青春的激情奏响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时
代强音，用青春的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铮铮誓言，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绽放异彩。实践充分证明，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青
年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不能懈怠，
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作为整个社会
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新时代中国
青年要把握历史机遇、担负时代使命，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挺膺担当，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
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矢志创新创
造，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有上下求索的执著，努
力在改革开放中闯新路、创新业，在科技创新中
挑大梁、当主角，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要
勇于砥砺奋斗，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让青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
勇争先；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
知、悟真谛，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
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让
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对
先辈最好的告慰，对历史最大的负责，就是坚
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新征程上，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
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新时代的
奋斗者、五四精神的传承者，新时代中国青年
一定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载5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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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厦门日报社全媒
体记者 邬秀君）昨日，天公作
美，海风轻抚着在鼓浪屿探寻诗
意的游客和市民。第十届鼓浪
屿诗歌节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给游客和市民带来了不一
样的感受和体验。

延续“五一”假期前两天的
安排，鼓浪屿诗歌节主办方在马
约翰广场以及协和礼拜堂，定时
开展朗诵快闪等互动活动，让更
多外地游客感受鼓浪屿诗歌之
岛的魅力。与此同时，主办方设
置的诗歌打卡环节，让更多游客
在通过元宇宙技术寻找打卡装
置的过程中，感受虚拟与现实交
织的另一种诗意。

“今天，我用九州大地做
面板，以黄河长江为琴弦，弹

奏起东方文明复兴的序曲……”
昨日上午九点半，一首名为《复
兴颂》的现代诗，在马约翰广场，
被嘹亮地朗诵。由九名集美大
学学子和一名来自迪拜的外国
友人带来的现代诗人朗诵快闪，
饱含深情，感染了现场每一位游
客和市民。许多人还拿出手机
拍摄，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来自江西吉安的游客陈宝伟
退休前一直在部队工作，欣赏完
朗诵快闪表演后，他激动地说：

“鼓浪屿诗歌节活动太精彩了，为
我们游客呈现了充满诗意、不一
样的鼓浪屿。”

昨日，还有不少游客在探寻
诗歌打卡装置的旅途中，获得了
独特的乐趣。据悉，本届鼓浪屿
诗歌节主办方特地将元宇宙技

术融入诗歌打卡环节，游客只需
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鼓浪屿元
宇宙”，点击“全岛数智地图”模
块，选择想去的点位，使用智能
路线导览，便可前往诗歌节7个
点位8个装置打卡。记者昨日
在钢琴码头、协和礼拜堂、马约
翰广场以及大德记浴场等地均
看到游客兴致勃勃地打卡。

“00后”广东江门游客叶青
青说，诗歌打卡装置创意特别
棒，借助元宇宙技术，让游客可
以“按图索骥”去打卡这些鼓浪
屿标志性景点，“探索的过程本
身就是一种乐趣”。叶青青说，
她找到了所有打卡点，并在打卡
装置处拍摄了照片，“这次来鼓
浪屿旅游有了与众不同的感
觉！”

朗诵快闪精彩
诗歌打卡独特

第十届鼓浪屿诗歌节丰富活动收获众多点赞

文/厦门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何无痕
图/受访者 提供

分 享 鼓 浪 视
野、畅谈闽派批评
……近日，中国诗歌
学会党支部书记、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山在第十届鼓浪
屿诗歌节上参加多
场沙龙活动，分享他
对于新时代诗歌写
作的看法。

对于鼓浪屿诗
歌节，王山充满信
心地说：“鼓浪屿诗
歌节已是响亮的品
牌。”

谈诗歌：需要勇气、辽阔和探索

“四月的黄昏/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

直到今天，王山都还记得舒婷创作的诗歌
《四月的黄昏》，是如何准确地击中自己的内心。

他说，那种语言的美丽，就像闪电一样击中
了自己，再也无法忘记。那时候，他深深爱上了
文字，爱上了诗歌。

王山现在仍在写诗，他写下“夏季里的春
天/洁净的草长得茂盛随意”，又写下“燃尽的藏
香/沉睡于空气中”，字里行间，隐隐地看见那场
四月的黄昏怎样留在他的心中。

“诗歌很独特，因为它是一种个性化表达。”
王山说，诗歌需要勇气，需要辽阔，也需要探
索。在本届鼓浪屿诗歌节上，一场关于闽派批
评与诗歌写作的沙龙活动让他感触很深，“闽派
批评有着很强的地域性色彩，而闽派批评文化
里蕴藏的福建那种探索、开阔、自由的精神，正
是闽派批评在新时代不断前行、打破地域限制、
充满活力、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

谈厦门：充满诗的气质

王山多次来到鼓浪屿，但每一次离开，他都
觉得“人走了，心还在这里”。

“鼓浪屿是一个让我心灵得到栖息的地
方。”王山说，厦门和鼓浪屿都充满诗的气质，而
鼓浪屿诗歌节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鼓浪屿的
美誉度，也将长久地在这座小岛上形成长尾效
应，让诗歌影响越来越多人。

王山说，他还认识不少厦门的诗人，其中一
位比较特别，是厦门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工作之
余一直默默地写诗。“她的名字，虽然名不见经
传，但她坚持创作，并且写了不少好诗。”王山
说，在厦门，各行各业都活跃着诗人。“可以说，
厦门的诗人从未缺席，一直很耀眼。”

王山透露，接下来，中国诗歌学会将实施
“诗人驻村计划”，走进国内的岛屿、渔村、山区，
让诗人零距离接触基层，了解一线，激发创作灵
感。“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这个计划能走进
厦门，创作更多关于这座海岛的诗歌。”

鼓浪屿诗歌节
已是响亮品牌

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

昨日下午，第
十届鼓浪屿诗歌节
配套活动——怀旧
经典海风音乐会在
港仔后沙滩举行。
雷厝乐队带来了

《鼓浪屿之波》《望
春风》等经典闽南
话歌曲。优美动听
的旋律，吸引市民
游客驻足欣赏。

厦门日报社全
媒体记者 唐光峰
摄影报道

怀旧经典 旋律动人

在马约翰广场举行的朗诵快闪吸引众人欣赏在马约翰广场举行的朗诵快闪吸引众人欣赏。（。（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上接A01版）

热心：
“青年人的梦想、工作、生

活，总书记都装在心上”
“青年之于党和国家而言，最值得爱护、

最值得期待。”青年的所思、所忧、所盼，都是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牵挂。

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澳门
大学横琴校区。这里正在举行“中华传统文
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活动。

“大家不用紧张，畅所欲言。”习近平总书
记愉快地参加进来，“我先听听大家的讨论，
然后谈谈对你们学习体会的体会。”

从小学习民乐的澳门大学学生韩幸芸深
感民乐的一些古谱失传，冷门乐器更是门庭冷
落。她第一个发言，讲述心中的困惑：“澳门青
年要怎样将民族音乐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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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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