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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年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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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社会事件，也是青年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
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辉煌成果，也是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发挥青春力量、勇担时代重任、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述青年和时代的本质关系：“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五
四运动以及之后 100年的中华民族奋斗史清晰地展现出：青年群体的命运、青年个体的发展与国
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作为新时代的“强国一代”，当代青年应当牢牢把

握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担当历史使命，在时代主题下规划人生，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性

的辩证统一，实现新时代的科学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
而言，新时代需要思考，需要认知，更需要付诸实践的拼搏。 
    首先，新时代意味着新任务。我们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
还有艰难的路要走。 
    其次，新时代呈现新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

科学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最后，新时代需要新规划。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从 2020年至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两步走”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壮丽美好，但同时任务紧迫而艰巨。完
成新任务、解决新矛盾、实现新规划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踏实奋斗、不懈努力，尤其

需要全体青年人积极贡献力量。 
    今天的青年一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代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
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当代青少年就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名副其实的

“强国一代”。这意味着当代青年和五四时期的仁人志士一样，是中国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寻常的

重要代群。二者所处时代不同，发展任务不同，但同处祖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要像五四

运动中的先辈一样爱国、一样有担当，要在新时代实现科学发展。 
    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担当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对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关于
青年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他明确提出，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青年，要重视青年的作用，依靠青年力量。围绕这个问题，他指出了青

年的社会本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明确了对于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既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未来。 
    习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清晰地提出了实现青年历史地位的关键要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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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本领、担当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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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青年担当历史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 
    面对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中国青年的特定使命。他指出：“实现我们的梦想，
靠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可以说，担当历史使命是“强国一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是个人

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定力。而所谓担当，首要的就是负责，承担并负起责任。 
    人们多用“担当大任”“为国家担责”“挺起胸来，担当重任”等话语来表达担当的含义。所
谓担当，还意味着承受，意味着接受、承担、支撑和继承。在担当这个人生命题上，纵观人类自

古以来的思想发展史，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基本价值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来没有一个现代国

家把只顾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和物质作为社会主流价值，来引领青年一代发展的方

向。担当追求的是大利、大义，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根本尊重。 
    在所处时代中规划人生，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从青年自身的未来性与先进性的角度，明确青年是标志时代的
“晴雨表”。这对于正确青年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很多成年人，常常会比较多地看到青年的反叛，看到青年对传统和规则的破坏。但事实上，
这种反叛往往与青年的未来性相关联。例如，每年社会上都会出现一些新的词语，在时机成熟的

时候，一些表达正式固化下来的词语还会被收入新编的词典。这些新词大多来源于两个领域：一

是科技创新，如“纳米”“人工智能”等；二是青年群体的流行语，如“粉丝”“创客”等。与此

同时，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一些新生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对于新时代青年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要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这进

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青年发展纲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首次
明确指出，青年兼具“承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最活跃社会力量”与“面临全面社会化挑战的相对

弱势地位”的双重角色，从青年观的核心“人的发展”的视角回答了青年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

上的矛盾性。前者是承载、是担当、是青年人无法推卸的社会属性的根本表现，后者是自我发展、

是实现人生价值、是青年无法回避的主体属性面临的挑战，二者都是价值的实现，前者是社会价

值，后者是个人价值。 
    对于青年人如何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当代青年要坚守在中国
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

在这里，“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是担当和尽责，“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背离“时代大潮”，“成就自己”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会把自己引入歧途；而没有“建功立业”，

“成就自己”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实现辩证的统一，才可能实现双赢，才可能

在历史进步的视野中实现青年的“未来和希望”这一根本价值。 
    对此，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了青年在成长中实现这种辩证统一的关键：每一代青年
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规划人生、创造历史。不少青年往往只看

到际遇，沉溺于生不逢时的感叹，其实所有不良境遇同时都会带来发展的机缘。五四时期，民族

危机给了青年选择真理的机遇；革命时期，风雨飘摇，哀鸿遍野，高危当中给了青年快速成长的

可能；建设年代，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社会变迁普遍深入，多元选择给了青年无尽的、不可预知

的发展机会。理性读透历史、清醒感知时代、准确认识自我，才能在看到时代提供的际遇的同时，

牢牢把握机缘。 
    走在时代前列，学习、奋斗、创造、奉献 
    对于新时代青年如何做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直接给出了成长指
南，对青年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是树立理想信念。他曾经对北大的师生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
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他谆谆教诲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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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爱国、励志”。 
    其次是培养高尚道德。在他看来，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道德建设为
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支撑。他多次在和青年面对面的座谈中强调要“修德”“明

辨”，要“情理兼修”“德才并重”。 
    再次是要练就过硬的本领，要奋斗、要实干。在和青年学子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出学习和奋
斗的要求。他说：“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

奉献。”作为时代新人，需要“勤学”“力行”“笃实”“同人民一道拼搏”。 
    最后是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他看来，发展是
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对于青年人创新精神和素质的培养，他更是高度

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创新不仅是实现发展的希望，也是青年群体代际性的重要特征，是青年先

进性的具体表现。“勇于创新创造”“勇于开拓”“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是习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新时代青年人完成历史使命的必备条件。 
    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青年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远古时代，“青年”往往是指从不具
备生产价值的“儿童”向有用的社会成员“成人”过渡的仪式。而从“仪式”发展成工业革命后

完整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则是物质生产日趋复杂、人类思想文化日趋多元的结果，也是青年群体

日趋觉醒、完整的社会意识不断生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与时代形成紧密联系是历史

的必然。顺势而生、适世而长，也必然是每一个当代青年最清醒、最无悔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