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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中国青年观察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生动地反映
了青年的家国情怀。随着被称为“网生一
代”的当代青年逐渐走入社会，人们开始
关注，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比他们的父辈更
爱国？

在有些人看来，当代年轻人追求个性和
自由。他们成长于多元文化兴起的时代，受
外国文化影响，少数青年成为盲目崇拜外国
文化的“哈日”“哈韩”一族；他们有更多机会
走出国门，离家乡越来越远；他们忙着生存，
专注于个人的物质享受，好像无暇关心国家
命运……于是，有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
有那么爱国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更多看
到，“网生一代”对国家的关注并不少：朋
友圈里总是会被赞美祖国的文章刷屏，B站

弹幕上常有人发出“今生无悔入华夏，来
世还生种花家”的感叹，微博热搜上也频
频出现“中国”字样……可见，年轻人不
是不爱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代青年从小接
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道德自信和人文修养，对国家有一种天然
的认同感。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外界，在
认识世界的同时感受祖国的强大，更加从
心底里欣赏、热爱自己的国家。新时代青
年是当代中国伟大发展成就的全方位见证

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也目睹了一些境
外势力否定、排斥、污蔑中国的一系列
卑劣行径。面对诋毁，他们勇于挺身而
出维护国家利益，激发出强烈的使命感和
荣誉感。

在国家危难之时，青年用行动诠释着
自己的家国情怀。拿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来说，4.2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
人员中，有 1.2 万多名是“90 后”，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00后”。还有众
多“90 后”以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身

份，义无反顾地投身抗疫一线。关键时
刻、危难关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
勇 敢 与 坚 强 、 担 当 与 尽 责 、 无 畏 与 无
私，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
放绚丽之花。

以更大视野看，越来越多青年将个人
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日益成为国家
发展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扎根基层的大学
生村官、学成回国的海归学子、科研攻关
的青年专家、勇立潮头的互联网创业者，
还是坚守岗位默默奋斗的快递小哥、青年

农民工，当代青年正以蓬勃向上的青春面
貌，更新着中国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
青年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国家
发展的主题叙事中，将自己的家国情怀融
入时代进步的澎湃潮流。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而是必须付诸行动的责任和使命。
激荡家国情怀，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
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既脚踏实地又胸怀祖国

这一代青年
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晶玥

青年需要什么样的家国情怀？
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异的生活经历，每一名青年都

有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记者采访多位“90后”，倾听
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爱国，年轻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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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欣怡小区的测温点执勤。 苑立伟摄 （新华社发）

北京大学2020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结束后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浙江省“东阳市非遗青创基地”内，同学们在学习卢宅古建营造技艺。 胡扬辉摄 （人民视觉）

传承家风——
“帮助青年扣好第一颗扣子”

2020 年初春，四川省宜宾市中心血站迎来一对母
子，母亲陈宗华在当地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工作，儿
子小林则是一位“95后”大学生。

谈起献血原因，陈宗华介绍：“我和先生都在医院工
作，因此孩子对医生救死扶伤、救命于水火的场景十分
熟悉。18 岁那年，他本想以献血作一份成年礼送给自
己，谁知当时体重没有达到献血标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小林目睹母亲和同事奔赴抗
疫一线，自己却只能看着手机里人们忙碌的场景。他
深刻反思：“身为一名大学生，我能做什么？”

曾经的愿望慢慢在小林脑海中浮现出来——去献
血！“我想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有需要的病人。”

于是，赶在开学前，他和母亲来到位于宜宾市翠屏
区的爱心献血屋，捐献出 300毫升血，实现了一桩心愿，
也实实在在地做了件有益于社会的好事。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院研究员张智认为，“家庭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主要港
湾，家风则是其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人能否树立远大理
想和坚定信念、是否具备健全人格和优良品德，与家庭教
育息息相关，与家风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讲，得益于
优秀家风，青年能够扣好第一颗扣子，完成从学生到成年
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蜕变。

“更宏观看，家风还关乎社会风气。家庭文明是社
会文明高塔的‘累土’，通过青年弘扬出来的优秀家风，将
成为值得他人效仿的精神文明。”

这一点，“90 后”的哥王海超有同样感受。工作中，
他一直将父亲的教诲——“善待他人，才能走得更远”
这句话牢记心间。

2019年7月的一个凌晨，王海超在广东省广州市沿江中
路天字广场上停车候客，不远处的江边突然传来一阵呼救声。

王海超顾不上熄火和拔车匙，连忙下车跑过去。只
见水面上，两名年轻女子正伸出手臂、挣扎哭喊。

此时，岸边有几名热心群众试图营救，但由于状况
不明，不敢贸然下水。就这一会儿工夫，两名落水女子
已离岸几米远，眼看就要漂到深水区。情况十分紧急，
王海超随手把手机塞给身旁路人，让他帮忙报警，转身
跳进江里。就在这时，另一位“90后”的哥邓伟强也前
来帮忙，经过两人和及时赶到的广州水警合力营救，落
水者最终成功得救。

“还是后怕的。”事后，王海超表示，“只是觉得不能
见死不救。”因为见义勇为，王海超受到各界好评和赞
扬，收获多项荣誉，更成为广州市政府鼓励市民学习的
好榜样。

建设家乡——
“愿为基层发展燃薪添火”

“毕业后回去工作吧！”2017 年，在北京读书的研
二学生常圆 （化名） 向女友提议。

在他看来，家乡陕西省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部分地
区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毕业后报效家乡，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早在他刚来中国人民大学读
书时，就已在心间种下。次年底，种子发了芽：常圆参
加考试并成功获得陕西省选调生资格。2019 年 6 月毕业
后，便前往临潼区秦陵街道办事处工作。

常圆向记者讲述入职一年多来的经历。其中最令他
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以地铁 9号线秦陵西站开通为契机，
调研如何推动秦陵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这里是 5A 级景区，开通地铁后，客流量更会增
加，附近基础设施与环境就得跟上。我希望秦陵西站可
以和北京地铁站一样好。”

为此，带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部手机，常圆
的实地调研拉开了帷幕。时值盛夏，陕西酷热难耐，

2个月下来，他瘦了、也黑了。
但成果是可喜的。“我在调研报告中，建议整治周边

环境，开通接驳地铁、直达景区的公交汽车。很荣
幸，这些内容被区政府悉数采纳，并付诸一项项看得
见、摸得着的惠民政策。”

常圆告诉记者：“谈不上作出多大贡献，每个初出
茅庐的年轻人都像是螺丝钉，能在岗位上出色完成某
项重大任务中的某个环节，就很了不起。”

2020年，晚一届毕业的女友小妮，拒绝几所名校中
学抛出的橄榄枝，也和常圆一样，回到陕西基层工作。

如今，两人已结为连理，小妮对工作充满憧憬：“我
愿意为基层发展燃薪添火，以后会更加努力工作！”

这两棵树苗相互依偎着，深深扎根在家乡的厚土
上，可以期待，未来他们也会同其他青年一道，成长为
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过去，青年走出家乡，因优质资源和生活而更愿意留在
城市。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和政策鼓励，青年们学成
或工作几年后，又回归生养自己的地方。他们有的进入基
层，为一方土地做出一点一滴的切实改变；有的带领乡亲脱
贫致富。无一例外，他们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家乡。

“对家乡的情感表达从来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张
智提到，自己所在学校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回家工作，
放眼整个社会，这也是一种大趋势。“建设家乡不一定体
现在特殊的贡献、显赫的业绩中，更多可能蕴藏在平凡
的日常工作里。如今时代背景下，广大青年要从小处实
处着眼，把这份情怀与本职工作有机结合，将热情寓之
于实实在在的行动，成为建设家乡的栋梁和表率。”

热爱祖国——
“抬头看得见星月”

你如何表达爱国？面对这道问题，1990 年出生的袁
帅脱口而出，“当然是支教！”

时间回到 2014年，在某房地产公司拿着不菲收入的
他，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毅然远赴云南。

初来乍到于云南大理州巍山县五印乡，这片高原带
给他截然不同的感受——气温低、海拔高、虫子多，比
起灯火辉煌的城市，这里的夜晚黑黢黢的。同来的还有
五六位年轻人，和他一样，大家都不太适应。

为缓解思家之忧，几个人聊起天，袁帅这才得知，
原来他们也早就关注了山区教育事业，一看到支教机构
发布信息，便立刻报上名。

支教是袁帅一直以来的理想，在北京长大、去伦敦
留学，读了这么多年书，他亲身体会出如何学习、怎么
育人，然而边远地区的学生们却少有机会了解。

“我想告诉他们大城市学校里的故事，更想换一种方
式教育他们，让大家爱上英语。”怀揣着这个心愿，袁帅
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其间，他将所教班级的学生按分数分组，因材施
教。结合老师们的授课经验，钻研出一套新的教学方
法。还在课堂上讲述读书经历、留学见闻，鼓励学生用
英文和自己对话，提高口语能力。

慢慢地，孩子们成绩上来了，英语成为他们最爱的课
程。离开那天，袁帅又一次抬头，忽然发现在五印乡，夜
晚虽伸手不见五指，但抬头看得到星月。这些支教老
师，正像夜空中的点点繁星，照亮山区孩子前行的路。

如今，越来越多青年放弃优厚待遇，去支援偏远地区。
离开嗷嗷待哺的孩子，中天金融集团员工谭丹走

进贵州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她和 60 余名党员组成
青年扶贫先遣队，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开会研讨，就是
为了找到精准帮扶的路子。在他们的努力下，村里养
猪、养蜜蜂实现了规模化发展，村民收入节节攀升。

“这种志向和态度值得敬佩，祖国需要这样的青年，
时代也呼唤这样的担当。因为只有把爱国之情、强国之
志，转化为舍我其谁的报国之行，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途中，担起家国大义。”张智说，“这就是新时
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