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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中欧青年交流
已形成自身独特的特点

据悉，中欧青年思想者论坛是中
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框架下
的青年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中
欧各界青年的思想交流，增进双方理
解和友谊，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
贡献青年智慧。

回顾中欧双方近年来在青年领
域的合作：成立于2011年中欧青年
交流年的中欧青年对话机制和中欧
青年的组织交流机制，是政府中欧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的重要内
容。通过6年的实践，中欧青年交流
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取得了积极
的成效。

以促进中欧关系为引领，中欧青
年始终秉持包容、开放的精神，彼此
尊重和信任，相互借鉴和学习，探寻
各自发展的经纬和走向，为促进中欧
四大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智慧；以服务
青年发展为原则，中欧青年工作者和
专家，以促进中欧青年发展和青年参
与为导向，定期围绕着青年创业、青
年社会融入等中欧青年共同关注的
问题进行对话、研讨，坦诚开展工作
理念和经验的交流，实现了相互学习
青年工作经验，促进青年共同发展的
目的；以扩大合作网络为目标，6年来
在全国青联中欧青年友好伙伴和欧
盟伊拉斯谟项目的带动下，建立了不
断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络。

全国青联副主席汪鸿雁指出，两
个古老的大陆同处在一个互联网时
代，面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
战，尽管我们彼此的文化特质、传统
和价值观有所差异，但是中欧都是文
化多样性的积极推动者，希望通过平
等的交流、合作达成文化共识，寻求
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

汪鸿雁表示，我们致力于建设开
放、自信、面向世界的青年文化，我们
双方的青年都充满理想、自信和创造
力，希望他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能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

欧洲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将青年文
化的最新成果传播给他人；又能以开
放包容心态欣赏对方的文化，希望他
们能以勇立潮头的锐气、超越前人的
勇气、与时俱进的朝气做世界文化创
新和知识创造的生力军。

中欧有70多种
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交流机制

“在欧美与中国的对话中，我们
希望青年人之间能够有持续的对话，
青年组织也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
色。跨越障碍、促进文化交融，当然
年轻人也能够有提升自己的空间，在
欧盟我们青年论坛其实有很多青年
组织为学生为青年人提供学习其他
文化的机会。”欧洲青年论坛副主席
奥滕格鲁贝尔表示，“我们希望鼓励
青年人去国外学习，去体验不同的文
化。同时，也要鼓励青年组织在海外
发挥作用，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年
轻人的组织也能够促进青年人本身
的多样性，让他们对其他的文化有更
多的了解和宽容。”

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亓枚用一
组数据表明了中欧关系之密切：仅仅
是中国和欧盟就有70多种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的交流机制，涵盖了政治、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经贸领域，
欧盟和中国已连续10多年互为最大
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去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5469亿美元，
欧洲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
年前7个月，中欧的贸易额继续保持
11%以上的强劲增幅，达到了3400多
亿美元。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初步估
算为欧盟创造了 9 万多个就业岗
位。在民间交往方面，欧盟国家在中
国的留学生人数现已超过了4.5万人
次，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留学生接近30
万，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中国的大学
已经开办了欧盟24种语言的教学，
在欧洲初步统计，也已有138所孔子
学院和257个孔子课堂可以教授汉
语。中欧现在每年有660万人次在
进行交往。

热议
“青年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在分议题“青年在文化外交中的
作用”环节中，中欧相关专家学者分享
了他们对于青年在文化外交中作用的
理解：如何看待在人文对话中青年交
流的作用；如何定义青年交往中的文
化外交；青年人如何参与文化外交；文
化外交和官方外交之间有怎样的关
系；以及青年的文化外交如何帮助不
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谅、互解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
特别顾问王之佳说起20多年前，联
合国有一份调查，问一些国家的青年
人最担忧的事是什么。调查结果，美
国第一项是核大战，第二项是父母的
离异；前苏联第一项是父母的离异，
第二项是核大战，非常巧合。而中国
青年人忧虑的是环境污染和贫穷。

“所有青年人关心的这些事情我认为
在今天仍然是这样。”

“青年群体如果想要在这个世界
的舞台上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应
该主动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北京外
国语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史泽华认为，
青年文化外交中，青年群体有一个很
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怎样把本国的文
化用一种鲜活的先进的方式传递给
别人，让别人有深刻的印象。

法国波尔多政治科学大学国际
事务部主任Ludovic Renard认为，高
等教育机构已经关注了一些人文问
题，例如政治、科学、经济、历史、国际
关系等，但是同时也会去探索种种科
学领域。“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要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让他们能
够成为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力量。我
们要提供足够的条件让未来的青年
人能够有一种‘全球身份观’。”

而中央团校“一带一路”研究院
秘书长陈蕴哲则表示，青年在文化外
交里面的角色应该是“中国永不称
霸”，以及和平崛起路线的传承者。

“因为中国的这个政策植根于中国文
化‘和’。”

京沪高校学工部长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本 报 讯
记者 刘昕璐
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在新时
代开辟新征程，
学生工作系统
作为从事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如
何把党的精神、国家的政治，通过一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领域的重任。“高校学工部长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会暨第九届
京沪学工部长论坛”近日华东理工大
学举行。来自北京主要高校和上海所
有高校的学工部长参加本次论坛。

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杜慧芳
指出，当今大学生的未来将与国家建
设、民族复兴的两个阶段高度契合，要
认真分析把握青年一代成长规律，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
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开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征程。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
教委副主任高德毅指出，京沪高校学
工部长论坛搭建了两地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交流平台，对于集中
交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意义重大。高德毅还从抓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三级集体备课体系、抓课程
思政、抓理论研究、抓平台建设、抓实
践内化、抓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
等六个方面介绍了上海市教育系统
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的工作举措和成效。

奉贤教育系统学习
分享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作为基层
青年教师，怎样成为人民满意的老
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更好地搭建青年交流展示平
台，奉贤区教育局团工委近日举办了

“走进新时代·我的青春我的梦”学习
十九大精神主题读书分享会。

塘外中学物理教师韦栋是2017
年奉贤区“十佳青年教师”，他对于教
育事业的终身目标就是做一个有魅
力的教师！投身教育事业6年来，韦
栋不断学习和研究教育教学，教学成
绩突出，获评区十佳青年教师、教学
能手、智慧课堂教学达人等多项荣
誉，并多次参加教学比赛，获国家“一
师一优课”活动教育部“优课奖”、中
青年教学大奖赛区一等奖等。韦栋
认为，要想成为孩子们心中的魅力教
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成
为孩子们的重要他人。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关
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出彩人生
搭建舞台”。作为教育系统的青年，
如何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如何构建具
有教育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热心
公益好青年、爱贝早教中心团支部书
记周建琴认为，作为一名团干部，要
善用自身精力充沛、学习能力强的优
势，不断学习各类知识，充实提高精
神修养和专业技能。

中欧青年思想者论坛举行 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贡献智慧

在未来 青年将有“全球身份观”
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四次会议召开之际，主题为“中国欧盟：文化外交与青年角色”

的中欧青年思想者论坛昨前两天在上海举行。全国青联副主席汪鸿雁与欧洲青年论坛副主席奥滕格
鲁贝尔出席论坛并致辞。

该论坛由全国青联和欧洲青年论坛主办，由上海青联承办。来自德国、法国、匈牙利等15个欧洲
国家的青年学者、青年组织代表与中国的青年同行们围绕中欧文化外交的共性与差异、青年在文化外
交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与研讨。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中欧青年思想者论坛现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