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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龄人在操场上进行课外活动时，她要陪
着爸爸做康复运动；当同学们在家休息放松时，
她要承担起所有家务活；当许多同学进入梦乡
时，她正抓紧一分一秒挑灯夜读⋯⋯她就是广西
贺州高中生陈春林。

1997 年，陈春林出生于广西钟山县清塘镇
英家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陈春林 9 岁那年，母亲
因为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2010 年，她的父亲陈
世日在打工时，因突发脑梗塞而瘫痪在床，难以
动弹。家庭变故后，陈春林与年幼的弟弟不得不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弟弟外出打工，而陈春林选
择休学，照顾住院的父亲，抽空到附近一家工厂
做零工，挣钱贴补家用。

为了节省开支，陈春林给父亲买肉粥、吃肉
菜，自己只吃菜包、白粥。但最难的还不是这
些。瘫痪在床的父亲因病情变坏，经常哭着说要
放弃生命，免得拖累孩子。陈春林能够体会父亲
的痛苦，她开导父亲：“爸爸，你在，这个家就在！”

爸爸的病情相对稳定后，品学兼优的陈春林

重燃了上学读书的愿望。一边是梦想，一边是爸
爸，16 岁的陈春林作出了一个决定——带上爸
爸去复学。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钟山县第一中
学接纳了这个求知若渴的孩子，并在学校里安排
了一间小柴房供父女俩生活。

每天从早到晚，只有安顿好父亲，她才放心
去学习，直到教室熄灯。在陈春林的各个学科课
本和辅导书里面，各种密密麻麻的解题笔记真实
地记录着她刻苦学习、为理想奋发拼搏的历程。

2014 年，陈春林以全 A+的优异成绩被贺州
市重点中学——贺州高级中学录取。幸运的
是，贺州高中对这位善良坚强的孩子给予特别照
顾：高中三年学杂费全免，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
助。学校还专门在校内腾出一间宿舍，帮她解决
生活困难。

如今，陈春林在贺州高中继续带着父亲上
学。“在爸爸没有康复之前，无论去哪儿读书，我
都会带着他。”陈春林坚定地说。

在陈春林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身体逐渐有
了起色。现在，父亲已经能够扶着床沿、门板、墙
壁走走，每天能试走四五次，一次能走上半小
时。是女儿孝道的力量，给了父亲战胜病魔的信
心和动力！

34 岁的王涛，是青海先锋紧急救援中心
主任，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是公益圈里的
资深人士。从高中开始，他就与 7名玉树藏族
儿童结对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大学期间，组织
开展寒暑假勤工俭学“幸福格桑花”活动；工
作之后，组织百名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感受

“快乐西宁”活动⋯⋯
2010 年 4 月，作为第一时间抵达玉树灾

区的民间救援队，王涛与他的团队成功搜
救、转运上千名伤员；转运救灾物资 5000 万

元、协助政府发放药品、搭建救灾帐篷；为灾
区架设了第一个通讯中继站。

2014 年 8 月，王涛又带领他的团队持续
数天在云南鲁甸灾区搜寻失踪者及遗体处
理。酷热难耐，再加上尸体的腐味令人呼吸
不畅，即便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王涛和他的志
愿者团队也几近窒息。面对这样的环境，王
涛始终默默闷头在灾区现场搜寻着。他的行
动感染着在场的志愿者，此后没有一人因为
高温、恐惧而退缩。

“对社会承载着一份青年人的责任。”王
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就是他的信念支
撑 。 如 今 ，王 涛 的 爱 心 更 跨 越 了 国 境 线 。
2014 年 9 月 28 日，缅甸境内发生一起因游客
攀登中缅边界雪山而导致失踪事件，王涛就

参加了此次国际救援搜寻行动。虽然任务艰
巨，但他凭着经验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判，
最终选择从陆路进入原始森林通过直升机搜
寻。面对复杂的环境及危险，通过 10 多天的
努力，他成功锁定了直升机失事区域，并找到
失事飞行人员。这次任务在缅甸引起了强烈
反响，受到当地群众和舆论的广泛赞誉。

2015 年尼泊尔发生了 8.1 级地震后，王
涛与国内救援组织一同抵达灾区。在搜救伤
员的同时，他还在巴德岗地区建立了由当地
志愿者构建的志愿者基地，通过招募当地有
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在杜巴广场上为灾民搭
建了具有多个功能的志愿者工作站，为灾民
提供日常必要服务，为中尼两国志愿交流架
起了互帮互助的友谊桥梁。

去年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时，曾正超
只有 19 岁。不高的个头，偏圆的小脸，如果
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有点“萌”的中
国十九冶工业建设分公司职工就是那个在巴
西鏖战世界顶级焊工的中国高手。但是他一
卷起衣袖，就露出手臂上大大小小的烫疤来，

“这些疤痕都是焊花飞溅，烫穿衣袖留下的”。
曾正超出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出于尽早为
父母分担家庭重担的考虑，他在攀枝花市技
师学院开始了焊接专业的学习，“我家庭条件
不好，原本就是想学一门技术，早点出来工作
为家里减轻负担”。

“没想到手焊的试件作品越来越美，这种
创造过程让我充满幸福感。”曾正超说，这种
感觉让他从此对焊接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同于其他工种，焊接技能主要体现在
手上，整个焊接过程毫秒之间就可能留有遗
憾。为了学好焊接技术，除了要经得住理论
学习的枯燥，更重要的是还得经得住焊接过
程中焊花灼烫的痛苦。

“再痛也要忍住，因为在焊接的时候手抖
一下，就可能影响焊接质量。”搓一搓自己手
上的疤痕，曾正超仿佛又看见了自己从一个
年轻技工蜕变为焊接能手的印记。

训练期间，他认真琢磨师傅教导的操作
手法，注重每一个细节，努力将师傅指导的操
作动作变成自身的操作习惯，不断固化自己
的操作认知，在每一次看似简单的重复练习
中寻找新收获，而这些体会都被他总结下来
写入训练日记。

休息时间到了，他还不肯休息，感冒发烧
他仍在坚持。“我的梦想就是夺取世赛金牌，
我要付出最大的努力。”累时、苦时、焊渣烫得
他钻心地痛时，曾正超总是这样提醒自己。

正是因为这样的准备，2015 年 8 月，在
巴西圣保罗 4 天的技能比赛鏖战中，曾正超
沉着冷静，在 18 个小时之内出色地完成了单
件焊接、低碳钢压力容器、铝合金结构件和不
锈钢结构件 4 个模块比赛任务，其焊接成品
经外观及内部质量检验，以绝对优势获得了
金牌。

胸前佩戴着红绸，颈上挂着奖牌，载誉归
来的曾正超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他
神情淡定地说：“获奖对于我的人生是激励，
但我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技能强国的重要
性，吸引更多的农家子弟进入技工学校读书，
用技能报效祖国。”

推动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迈上新
台阶，服务新兴青年社会组织，引领广
大青年创新创业⋯⋯对于 1981 年出
生的丁雪来说，这些都是她日常工作
的一部分。丁雪是江苏宿迁人，现任
共青团南京市江宁区委书记。

“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会
给青年们创业提供强大的动力。服务
青年就业创业是江宁团区委的一大亮
点。”丁雪说。

青年创业资金从哪里来？创业的
经验到哪里找？以江宁作为省市青年
社会组织及人才孵化基地为契机，江
宁共青团打造青年社会组织及人才的
教育、研发、服务、培训、文化的社会公
益创客空间。通过以共青团为枢纽的
青年社会组织体系，更多的青年获得
了创新创业优质服务。

营造创业氛围，鼓励支持青年创
业是共青团助力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
点。据了解，江宁共青团一方面继续
深化青年自主创业品牌，借助“江宁合
伙人”荣获全国基层团建创新案例街
道组第一名的东风，继续做强“江宁合
伙人”青年创业联盟品牌，为更多青年
创客提供经验分享、资源对接的平台，
为更多创业青年提供丰富、有效和持
续的服务，真正将“合伙人 house”打
造成“创客之家”。另一方面，围绕新
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依托青联、青商的
资源优势，江宁共青团深入开展“青商
对话”和“青·联商荟”系列活动，引导
本土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经营创新和品牌创新，激发民营经
济发展活力，助力青年企业家在新兴
产业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中引领潮流。

围绕学习工作、身心健康、就业创
业、婚恋交友、家庭教育等青年现实需
求，丁雪探索团属社会建设创新点，主
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丰富和完
善共青团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的有
效机制。同时，江宁共青团还为社会
工作的储备人才志愿者提供资源对接
共享平台，举办了全区志愿服务双向
选择会，让志愿服务团队与需求单位

“相亲”，促进志愿服务在市场经济背
景下实现创新发展。

“有的团组织做的工作不少，但是
赢得青年支持的工作不多，根子在于
不合青年口味。如果能够创新工作手
段，就能走进青年心里。”丁雪开动脑
筋，以“互联网+共青团”建立直面基
层、直面青年的工作机制。如加强共
青团系统微博和“江宁青年”微信公共
平台建设。通过开展一系列线上线下
互动活动，有效提高了青年对团组织
的黏性和依存度，新媒体成了组织、服
务和引导青年的总入口，成为青年资
讯的集散地、交友互动的平台及学习
生活的绿色通道。

38 岁的雷斌，是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
所第八研究室主任，也是我国遥感卫星地面
处理与应用技术领域杰出的青年学术带头
人。在长期致力于国防科技事业的岁月中，
靠着过硬的技术和突出的贡献，他多次获得
国家、军队、中科院授予的一等奖项，还攻克
了遥感卫星地面系统的“卡脖子”技术。

在我国第一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地面系
统研制过程中，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数据的处
理十分复杂，一度成为制约地面系统建设的

核心瓶颈问题。当时主流设计思路是采用专
用硬件，而雷斌却跳出了这一常规，采用“非
对称”策略寻找突破口，在通用计算架构上下
功夫，最终解决了机群节点间数据访问瓶颈
制约并行处理效率提升的问题，研制成功了
我国第一个完全自主独立设计的遥感卫星地
面处理系统，改变了我国从国外引进遥感卫
星地面系统成套设备的历史。

如今的雷斌，不但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数据网格系统副总
设计师，还担任了我国遥感卫星二十四号、小
型敏捷光学成像卫星、0.3 米光学成像卫星及
0.3 米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某出口卫星等 5 个
型号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或地面系统的副总设
计师。他带领下的科研团队，组织有力、作风

扎实、协作高效，努力实施着“基础性前沿性
创新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以多年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工作为基础，
雷斌敏锐意识到遥感大数据的精确处理与分
析将成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领域的前沿和

“颠覆性”技术，他带领研究团队预先布局，开
展了融合多种对地观测手段获得的海量数据
进行高精度定量化分析与应用技术的研究。
在该方向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应用到了我
国光学综合成像卫星工程应用系统的建设，
大大提高了定量化遥感图像产品生产的精
度，实现了目标与环境信息的精确反演，显著
提升了卫星的应用效益，部分技术指标达到
了世界领先水平，获得了 2014 年国防科技进
步一等奖。

1981 年 9 月出生的李涛，2005 年
考入了济源市首批大学生村干部队
伍。从此，他十年如一日扎根农村，自
主创业，埋头苦干，从普通村干部到党
支部书记，从农民到经理，在农村这片
广阔的天地造福一方，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

李涛的村官之路起步于一个省级
贫困村——大峪镇方山村。初出茅庐，
人微言轻，但他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干劲，把解决饮水难、行路难等
群众最关切的问题作为方山村脱贫致

富的突破口。经历了一年的繁重体力
劳动，李涛体重减了 30 多斤，但方山村
的自来水管道修通了，2.5 公里的出村
柏油路也修通了。

2011 年，李涛以一名大学生村干
部的身份当选为济源市高新区良安新
村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无村部、无卫
生所、无幼儿园的落后村庄。同样是凭
着一股韧性，李涛带领村委干部扎实开
展工作，3 年换来了良安新村翻天覆地
的大变样。

李涛始终坚信：一个好的村干部，
不光要做给农民看，还要带着农民干，
帮着农民赚。

2010 年，李涛牵头成立了“河之洲
生 态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到
2015 年底，公司固定资产达到 5910 万

元，年产值 2200 万元，实现利润 700 万
元，带动 1000 多名农民走上了勤劳致
富的道路。

电商时代的到来出现了新的发展
契机。2014 年 3 月，在市委市政府的
支持和鼓励下，李涛组建了济源市电
子商务创业园，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
开展连锁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新渠
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数万农户
受益，累计增收 1 亿元。整个园区集
创业辅导、交流培训、项目推介、市
场推广、人才引进等服务为一体，利
用电子商务平台和创业孵化优势，为
济源市的土特产和农副产品打开了销
路，为济源市的小微企业发展创造了
环境，为济源市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科学家雷斌:

攻坚克难为遥感
本报记者 金 晶

村官李涛：

实干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郑 彬

技工曾正超:

中国好“焊”

世界第一
本报记者 佘 颖

团干部丁雪：

服务青年

创业就业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志愿者王涛：

公益路上勇者胜
本报记者 苏 琳

高中生陈春林：

背起父亲上学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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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是对理想、美好、希望、奋斗的褒奖。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选取其中6位当代青年的优秀

典型，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引导和激励全国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脚踏实地创新创业创优。

为青年点赞 为青春喝彩

这个刚满20岁，脸上有点“萌”的

小伙子，居然是世界顶级焊工高手

一个好的村干部，不光要做

给农民看，还要带着农民干，帮

着农民赚

他的科研生涯，可以用“突破技

术常规”“颠覆性创新”作为注脚

扶危救难，不光凭着一片爱心，更

需要敢于担当的勇敢信念

“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要带上爸

爸，因为爸爸在哪，家就在哪”

适合青年口味，才能赢得

青年支持。如果能够创新工作

手段，就能走进青年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