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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话

“从井冈山再到鄂豫皖，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的浪潮
高⋯⋯”打开抖音的“衢州影像”账号，强
劲的节奏流淌而出，90 后大男孩徐秉政携
一本《人民检察史》出镜。画面一转，党史
中的重要事件一一再现，他口中的 rap（说
唱）也随之越来越嗨。这首《党史纲目》改
编自周杰伦的流行单曲《本草纲目》，创作
人徐秉政是江山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名助理
检察官，也是江山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
的成员。

“太燃了！”“毫无违和感。”“超越原作
啊这是！”视频评论区“炸了”，自今年11月

“触网”以来，该视频的抖音单个账号点赞
量已超20万。做出“爆款”，徐秉政惊喜但
并不意外，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在内容
上把“有意思变成了有意义”，也把“有意义
变得更有意思”，创新的rap形式切中了青
年人的胃口，与网络传播有天然的适配性。

当代青年人多被称为“网生代”，网络
已不仅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也
是他们沟通交流的窗口。为了吸引青年人
的注意力，大胆利用网络新平台、科学新技
术来打造沉浸式、开放式、互动式的理论宣

讲正成为新趋势。
青年在哪里，宣讲就到哪里。在青年

人扎堆的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下简称
“B站”），“浙江共青团”的账号被网友亲切
地称为“团仔”，顶着一只蠢萌俏皮的卡通
狗头像。“团仔”的日常分享有趣、有用、有
温度，偶尔还会“皮”一下，上线一年就吸引
了 100 多万粉丝关注。如今，浙江青年宣
讲团的“足迹”已遍布微博、抖音、B站等青
年聚集的网络平台，全省团属新媒体账号
1200余个，吸引粉丝2500万人。

自带流量的网络“盟军”，正变身网上
宣讲的“王牌军”。新媒体从业青年、网络

“大 V”等领域人才，有了青年网络文明志
愿者的新身份。“大家好，我是李子柒。”去
年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因传播中
国文化火遍全球的李子柒面对镜头向青少
年喊话：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共同传播网
络正能量。公益宣传短视频中，李子柒褪
去“网红”身份，展现出电脑前伏案工作的
场景；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组建起外文宣
讲团，借助留学生的 Instagram、Face-
book 等社交平台账号，让“潮音”出海，讲
述浙江故事、中国故事，获海量点赞。

“浙江有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我们希
望让新时代‘后浪’们在线上线下竞相奔
涌，勇立潮头唱响新时代的‘浙里潮音’。”

“浙里潮音”相关负责人说，打造“青年理论
学习+媒体融合”的应用新场景正是平台
的初心。在互联网流量与曝光度加持下，
更多优秀课程将被更多人看见。

如今登录平台，不仅有大批视频能“点
单”收看，还可互动答题、点赞。未来，线上
宣讲人才库中的讲师或将实现UGC（用户
原创内容）生产，在此基础上，用户可对讲
师进行星级评定。借助平台获取的粉丝订
阅内容偏好，用户还能自动收到课程推
送。像“追剧”一样“追宣讲”的良性学习生
态未来可期。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是一项事关长
远、事关全局、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何黎
斌说，“浙里潮音”线上学习平台将作为浙
江共青团在网上开展青少年理论宣讲的主
阵地，打造全省青少年常态化线上学习的
家园。持续拓展讲师队伍、丰富课程类型、
创新学习模式，未来，这一平台将真正成为
全省青少年学习理论、拓展眼界、增长知识
的服务平台和成长平台。

“后浪”竞相奔涌 “浙里潮音”成为学习家园 2021 年 11 月 5 日，我作为全国
道德模范，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切会见，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
刻。表彰会现场，和这么多优秀的
人一起，有股力量在我心中油然而
生，我悄悄立下志愿——做一个优
秀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过去的 3 年里，我为保护同
学而“挡刀”的故事被很多人知晓，
有的人直接称呼我为“挡刀女孩”。
记得有一回，我在母校宁波市奉化
区锦屏中心小学参加宣讲活动，很
多小朋友为我送上自己做的贺卡，
并争着要我签名，老师开玩笑说我
是“明星”。我想，大家是听我宣讲
后产生了共鸣，从我身上看到了鲜
活的价值观和有形的正能量。

从北京回来后，我一直在琢磨，
如何传递更多正能量。恰在此时，
我接到共青团浙江省委的邀请，成
了“浙里潮音”青年讲师，我很珍惜
这个机会。我先后录制了两部线上
团课，还多次参加线下宣讲。我日
益认识到，宣讲不是高高在上的说
教，更应当是朋友之间的平等交流，
应当瞄准青年所需、青年关切，贴合
生活实际讲身边事，应当用接地气、
冒热气的“青言青语”和青年交流，
努力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
起的信念与力量。

当前，我的家乡浙江正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我们青年一代不仅要争做物质富裕
的建设者，也要做精神富有的传承
者。我相信，立足自己的岗位、认真
生活，用奋斗担当起新时代赋予我
们的光荣使命，即便是一颗小星星，
也能闪耀出独特的光芒。

（作者系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浙里潮音”青年讲师）

瞄准青年所需
传递更多正能量

崔译文

午后的暖阳，驱散了冬日寒意，“浙里潮

音”青年讲师、90后志愿者吴咏萍走进宁波镇海
骆驼街道静远社区，用一场“脱口秀”式的宣讲，
宣传防疫知识。“距离产生美哦！你们美不美，
就看距离够不够。”

打开手机，在浙江新闻客户端上，奥运冠军
管晨辰向大众讲述夺冠时刻的心情，第八届全
国道德模范崔译文则情景再现自己面对凶徒舍
身挡刀的故事⋯⋯

像舞台剧的宣讲课、像宣讲课的舞台剧，红
色“剧本杀”,沉浸式宣讲，体验式教学⋯⋯如今，
在 80 后、90 后、00 后眼中，理论已不再是沉闷
的“大道理”，宣讲也不是枯燥的“走过场”，新的
理论宣讲方式正被重新定义。

当青年人成为理论学习、理论宣讲的主力
军，浙江共青团如何运用“红色根脉”的独特优
势，发挥数字化改革撬动作用，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记者走进青年宣讲团，
感受他们的青春力量。

冬日，宁波财经学院校园中，00 后宣讲员李悦婷
登上微宣讲的讲台，袒露青年学子心声：“作为青年一
代，我不愿成为‘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的
人，我想扎扎实实地站在最需要我的地方。”

初秋，台州市“青年说·共同富裕”宣讲大会上，
1994 年出生的讲师王肖武，从一条农村路的畅通说
起，讲述小山村的蜕变故事：“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这
代青年要努力成为助推‘共富’的中坚力量。”

暖春，嘉兴南湖的“水上团课·初心讲堂”开讲。“我
右手边的这条画舫，就是共产党的‘母亲船’——南湖
红船。”“南湖桨声”青年宣讲团成员、1987年出生的毛
程涛慷慨激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中国历史从
此改写！”

四季轮转，用方言、用快板、用歌舞，在工厂车间、
田间地头、校园讲台⋯⋯不同的宣讲者，都有着相似的
青春面庞和共同的目标：用青年人的话语体系、话语方
式影响青年人，把理论宣讲从“高大上”变得通俗易懂、
平易近人。

“以前提到宣讲，常给人讲‘大道理’‘冗长枯燥’的
刻板印象。”团省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越来越意
识到，青年并非不懂理论、不爱宣讲。在不断更新理论
宣讲理念、创新形式、创设载体后，不少青少年发生了
从怵到爱、从疑到信、从听到讲的转变。近年来，全省
各级团组织不断用新思想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既让青
年“当观众”，又让青年“唱主角”。以 80 后、90 后、00
后为主体的青年讲师如一阵清风，将党的创新理论送
入青年心中。

1994 年出生的龙游县“8090”理论宣讲团团长
巫凡深有体会。时隔两年，她仍记得当年接过团旗，
宣布宣讲团成立的场景。这是浙江首个以“8090”命
名的理论宣讲团，成立之初，集结了 30 多位全县各领
域、各条线优秀的 80 后、90 后年轻党员、团员，如今
这一数字已拓展至 4000 多人。“以前宣讲多是参加
各种党课团课比赛，结束后就很少有机会和途径延
续下去，现在宣讲团丰富的活动，为青年成长提供了
常态化的舞台。”

宣讲从龙游“8090”出圈，目前，浙江各地已形成
130余家青年特色宣讲团。在省市县三级青年讲师团
网络的基础上，各地还将进一步延伸“触角”，做好乡镇
一级宣讲员的选拔。

为解决线下宣讲时间固定、成本高等问题，依托浙
江新闻客户端，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今
年11月联手打造了“浙里潮音”常态化学习平台，开展
微团课线上展播。1.2万余名青年讲师、超100个讲师
团入驻平台。其中，一批大家耳熟能详、自带“流量”的
青年讲师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中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崔译文、章宬，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世界技
能大赛冠军蒋应成，还有奥运冠军石智勇、杨倩、管晨
辰等。截至 12 月 30 日，“浙里潮音”在线学习人数突
破67万，所有已展播的微团课和相关报道阅读数累计
达6025万，收获点赞数超2666万。

“浙里潮音”相关负责人说，从个把小时到三五分
钟，从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理论宣讲获取的门槛变
低、便利性增强。数据显示，“浙里潮音”平台超七成入
驻讲师为90后，80后、90后已成为青年讲师团中的主
力军。这些青年讲师来自全省各地，已实现 11 个市、
90个县（市、区）全覆盖。

炫酷又接地气
青年成为宣讲主力军

要给别人讲理论，自己先得学深悟
透。要想听众有共鸣，讲者先要能共情。

“古往今来，我们为您徐徐道来！”成立
一年多，衢州市柯城区8090新时代理论宣
讲团旗下的“徐徐道来”组合已踏遍当地的
村社广场、文化礼堂、企业单位⋯⋯可在加
入宣讲团之初，徐宇强、徐瑜琳两位 95 后
也曾迷茫。2020 年 11 月，他们参加了衢
州市第二季“8090 说”新时代理论宣讲电
视大赛，但他们看似颇具新意的情景剧式
宣讲，并未得到现场评委认可。宣讲是什
么、又为了什么？两人陷入了自我怀疑。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这是宣讲具备吸引力的基础，也是
青年宣讲人的成长所需。为了拉近青年人
与理论的距离，近年来，全省各级团组织依
托主题团日、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简称“青马工程”）、党团知识竞赛
等形式，推动理论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全省各级团组织生产的各类党史学习网络
文化产品总浏览量达 1 亿次以上，助推更

多青年人成为理论学习的“小粉丝”。
徐宇强和徐瑜琳正是受益者。通过一

次次参加团课活动、青年夜校、线上课程
等，他们从理论“小白”逐渐升级，加深理论
修养的同时也对当地各项工作有了深入了
解。再次面对观众，他们“空架子”少了，宣讲
在形式活泼之余更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

“实践是我们的第二课堂。”徐宇强说，
走进田间地头，才知道老百姓的需要。他
们把理论知识融入民生小事，既宣传“高大
上”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议题，也讲解接
地气的防疫、反诈经验，听众好评连连，各
地的“邀请函”渐渐如雪片般飞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已通过
“浙里潮音”的省市县三级青年讲师团，赴
基层一线开展各类宣讲 7 万余场；全省高
校成立 180 支共同富裕大宣讲社会实践
团队，调研形成《百村共同富裕密码》成果
集，让年轻人在田野中理解初心和使命的
内涵。

信仰之基越筑越牢，“小粉丝”随之主
动向“小讲师”靠拢。正在四川省乐山市共

安彝族乡小学支教的陈鑫对此颇有发言
权。今年 7 月从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他
远赴西南，授课之余常向学生们讲述抗战
故事、红船精神，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
生活。

陈鑫的选择，离不开大学时期通过“青
马工程”接受理论学习和实践拓展的经
历。“这让我意识到，每当国家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作为党员应该挺身而出。”陈鑫告
诉记者，作为一名党员，他期待透过基层工
作历练自己，并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支教
课程的一部分，“希望课堂上的宣讲，能让
红心代代相传。”

“生长于红船起航地的浙江青少年从
小就要在心中埋下‘红色’的种子。我们所
做的，就是让信仰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为
党输送新鲜血液，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
为‘红色根脉’的坚定守护者。”团省委书记
何黎斌说，近年来，浙江共青团聚焦为党育
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提升引领力，为青少年
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到扣牢每一粒扣
子，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学深悟透能共情 讲师要理论结合实践学深悟透能共情 讲师要理论结合实践

团省委、浙报集团打造“浙里潮音”平台，开展微团课线上展播

青言青语，汇成澎湃“潮音”
本报记者 肖淙文 钱弘慧 余赛尔 徐子渊 通讯员 俞信吉

今年9月，台州举办“青年说·共同富裕”宣讲大会。 嘉兴“南湖桨声”青年宣讲团成员毛程涛（左）在南湖画舫上讲团课。

①今年 9 月，宁波财经学院 00
后宣讲员李悦婷在学院宣讲“我为烈
士修遗物”志愿服务团队的故事。

②今年 11 月，龙游县 8090 新
时 代 理 论 宣 讲 团 团 长 巫 凡 进 行

“8090学精神说共富”理论宣讲。
③衢州市柯城区“徐徐道来”组

合进行宣讲直播。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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