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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10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
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
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实现中国
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
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
勇争先。共青团要牢牢把握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自觉
担当尽责、心系广大青年、勇于
自我革命，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
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用
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
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
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
好的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二层宴会厅气
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
着“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
立100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
中悬挂团徽，团徽下方是“1922
－2022”字标，10面红旗分列
两侧。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
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
央，向全体共青团员和各级共青
团组织、团干部，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
经诞生，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
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一
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
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
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

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激昂的青春乐章。一百年来，
中国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
奋斗，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把
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
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
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
里。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共青团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
先锋队，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和
可靠后备军。

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共
青团坚定理想、矢志不渝，形成
了宝贵经验。百年征程，塑造了
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立身之
本，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信念
的政治之魂，塑造了共青团投身
民族复兴的奋进之力，塑造了共
青团扎根广大青年的活力之源。
这是共青团面向未来、再立新功
的重要遵循。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征程
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
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习近
平给共青团提出4点希望：第
一，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
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
校。要从政治上着眼、从思想上
入手、从青年特点出发，帮助他
们早立志、立大志，从内心深处
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要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
人这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
根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
洗礼、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第
二，自觉担当尽责，始终成为组
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

量。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
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

“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到
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
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
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第
三，心系广大青年，始终成为党
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
要紧扣服务青年的工作生命线，
履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
群众基础这一政治责任，千方百
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主动
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
为青年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第四，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
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
织。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
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走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推
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要
敏于把握青年脉搏，依据青年工
作生活方式新变化新特点，探索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
式，带动青联、学联组织高扬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
固和扩大青年爱国统一战线。
要自觉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经验
做法，以改革创新精神和从严从
实之风加强自身建设，严于管团
治团，在全方位、高标准锻造中
焕发出共青团昂扬向上的时代
风貌。

习近平强调，追求进步，是
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人
民最殷切的希望。新时代的广
大共青团员，要做理想远大、信
念坚定的模范，带头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
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
带头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创先
争优，努力成为行业骨干、青年
先锋；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模范，带头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做到不信邪、不怕鬼、骨头

硬；要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模范，带头站稳人民立场，脚踏
实地、求真务实，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要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
的模范，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严格遵纪守法，严格履行
团员义务。广大共青团员要认
真接受政治训练、加强政治锻
造、追求政治进步，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为目标、为光荣。

习近平指出，团干部要铸牢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高扬理想
主义的精神气质。要自觉践行
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同广
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友，不
做青年“官”，多为青年计，少为
自己谋。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
作作风，不尚虚谈、多务实功，勇
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
苦、担难、担重、担险，老老实实
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要涵养廉
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
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做一个
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的人。

习近平强调，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
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
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
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

“人生三部曲”。共青团要履行
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
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
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
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各
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培养和发
展青年党员，特别是要注重从优
秀共青团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
组）要倾注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
长规律和时代特点，拿出极大精
力抓青年工作，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

群众的引路人。各级党组织要
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经常
研究解决共青团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团干
部，支持共青团按照群团工作特
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习近平强调，青年之于党和
国家而言，最值得爱护、最值得
期待。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
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
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
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
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
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
身上。

王沪宁在主持大会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
回顾了100年来共青团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历程，
充分肯定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
下、团结带领一代代团员青年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深刻阐明了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
对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
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
落实。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
记贺军科、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
处第一书记陈刚在大会上发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首都各界团员青年代
表以及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等约
1000人参加大会。

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提高重大烈性传染病应对能力、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

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出台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发展

改革委10日向社会发布《“十四
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
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这
标志着生物经济已经成为一种
新的经济形态。提高重大烈性
传染病应对能力、加快疫苗技术
升级、研发“合成蛋白”新食
品……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
规划中提到了这些关键词。生
物技术和生物资源是生物经济
的核心要素，未来生物经济将重
点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绿
色低碳的生物质替代应用，加强
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四大领域，发展空间十
分广阔。

提高重大烈性传染病
应对能力

《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健

康产业发展，助力疾病早期预
防，加快疫苗研发生产技术迭代
升级，开发多联多价疫苗，发展
新型基因工程疫苗、治疗性疫
苗，提高重大烈性传染病应对
能力。

此外，要推动基因检测、生
物遗传等先进技术与疾病预防
深度融合，开展遗传病、出生缺
陷、肿瘤、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
等重大疾病早期筛查，为个体化
治疗提供精准解决方案和决策
支持。同时，提升疾病诊断能力
和临床医疗水平。

探索研发
“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

《规划》提出，要有序发展全
基因组选择、系统生物学、合成
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
术，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探索

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
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
力和质量。

《规划》要求，在尊重科学、
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生物育种等
领域产业化应用，保障粮食、肉
蛋奶、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

《规划》提出，要推动生物能
源与生物环保产业发展，积极开
发生物能源。有序发展生物质
发电，推动向热电联产转型升
级。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
发与培育，推动生物燃料与生物
化工融合发展，建立生物质燃烧
掺混标准。

《规划》明确，运用功能型微
生物、酶制剂等生物技术，推动
实现水体脱氮除磷、重金属土壤

修复、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推动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发展污
染物生物环境响应监测、生物降
解和生物修复、生物资源回收利
用等生物环保产业链，助力打赢
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攻坚战。

此外，《规划》还提出，优选
和改良中高温厌氧发酵菌种，提
高生物质厌氧处理工艺及厌氧
发酵成套装备研制水平，加快生
物天然气、纤维素乙醇、藻类生
物燃料等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
制造。积极推进先进生物燃料
在市政、交通等重点领域替代推
广应用，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
碳可再生能源转型。

这些产业
将成为生物经济支柱产业

《规划》从以下4个方面部
署培育生物经济支柱产业。

一是加快生物技术赋能健
康产业。体现在3个推动：推动
基因检测、生物遗传等先进技术
与疾病预防深度融合；推动生物
技术与精密机械、新型材料、增
材制造等前沿技术融合创新；推
动基因组编辑、微流控芯片、细
胞制备自动化等先进技术与生
物药研发融合。

二是加快生物育种技术赋
能生物农业产业。有序发展全
基因组选择、系统生物学、人工
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提高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质量。

三是加快生物制造技术赋
能生物能源和生物环保产业。
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再
生能源转型。

四是加快信息技术赋能生物
信息产业。利用5G、区块链、物
联网等前沿技术实现药品、疫苗
从生产到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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