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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年轻不可轻

“年轻不可轻”，这是新民周刊主办的青少年社论

大赛主题。为什么说“年轻不可轻”？ 为什么

主办青少年社论大赛？

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

学生时，讲过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

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

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又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

虚谨慎。”那次接见热烈欢腾，“为党奋斗五十年”、“为

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响彻礼堂内外。

那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社会主义中国像初升的太阳，

照耀在人类的地平线上。生逢充满希望的时代，伟大的事业

徐徐展露在中国青年面前，等待着绘出最美的图画。五十年后，

当年的中国青年们用壮美山川和繁荣景象，写就了今天的中

华盛世。“年轻不可轻”，这就是年轻的力量。

相比于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学生宛如六七点钟的曙光。

就像朝霞升起在地球与宇宙的交界线上，那些初露的曙光带

着青涩、带着稚嫩、带着微茫，他们还没有轰轰烈烈、如日

中天的灿烂，但他们有喷薄而出的力量、日渐辉煌的未来。

这是一个探究理想、追寻人生的时刻，每一个奋进的奔涌都

有价值，每一次追寻的探索都不会被辜负。正是在奋进与探

索中，昭示出明天的希望，因而我们更需要在六七点钟的曙

光中，塑造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年轻不可轻”，这

就是年轻的力量。

思想是引领前行的明灯，社会是展现才能的舞台。在青

涩与微茫的朝霞中，帮助建立起正确的社会认知、成熟起先

进的世界观念，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是媒体功能的社会

特质，也是媒体社论的应有责任，这是我们举办青少年社论

大赛的缘由。社论代表着媒体的立场、观点、主张，代表着

媒体的认知、价值观与方法论，是媒体付与社会的旗帜和灵魂。

以社论的视界，在理想的高地上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这是

青少年社论大赛的意义所在。

从校园作文，到作社会文，进而为盛世添彩争光，这是

我们对各位作者的期盼。

以八九点钟的太阳寄寓中国青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他

八九点钟时光里，以激扬的社论，开始了他为民族奋斗的第

一步。1919 年 7 月 14 日，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大潮中，

青年毛泽东创办了引领思想的《湘江评论》，在《发刊词》

这《湘江评论》第一篇社论中，毛泽东抒写了他期待的社会

进步：“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

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

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

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

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之问：“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

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豪迈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

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

湘江两岸了！……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

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正是在八九点钟时光的社论中，毛泽东立下了为民族奋

斗的壮志，实现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对于新时代的中学生来说，社论帮助我们世界观的形成

与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

南和行动纲领，也是我们举办青少年社论大赛的根本指引。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塑造世界

观，是我们社论大赛的根本宗旨。

在这次社论大赛中，一大批善于思考、立论清晰、逻辑

严密、文字生动的好作品奔涌而来，让我们无不感受到曙光

初露的温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美的岁月。年轻不可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