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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秋季开学伊始，寿县第一实验小学迎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团市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青年宣讲团来到这里，为该校260余名教师开展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授课。

青年最富朝气和梦想，青年的声音最容易引起青年
的共鸣。为了奏响理论宣讲的“交响曲”“最强音”，今
年8月，团市委以市青年讲师团为基础，注重吸纳青年
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从党校、高校、中学和各级团组织
中，遴选出23名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扎实、工作能
力突出的青年讲师，组建团市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青年宣讲团。同时加强与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联
系，通过集中备课、专家辅导，帮助宣讲团成员吃透全
会精神、领会宣讲要点，把握正确导向、回应青年关
切。

连日来，青年宣讲团成员分别进学校、进消防救援
支队，走到青年身边，开展宣讲活动。团市委注重“青
年化”阐释和“故事化”解读，紧密联系青年宣讲实
际，用深入浅出、鲜活生动的语言，不断增强宣讲的吸

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使宣讲言之有物、论之有据、
听之有味，讲好淮南青春故事，展现淮南青年形象。

理论宣讲在新时期离不开网络助力。团市委开展
“吟青春之声 颂祖国华章”青年网络微宣讲展播活
动，分设“强国有我·寻迹江淮”青春宣讲团、“淮才
可遇·寻梦江淮”榜样宣讲团、“薪火相传·寻思江
淮”理论宣讲团三个模块，讲述不同青年群体的青春故
事。

“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传承和弘扬豆腐文化必须
有我们青年的身影。”作为返乡创业青年典型，市青联
委员顾青致力于将豆腐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她通过参加

“淮才可遇·寻梦江淮”的网络宣讲，发布一系列网络
短视频，将非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据了解，我市各县
区团委在开展青年宣讲活动中，创造性采用“青年夜
校+理论宣讲+非遗文化”的方式，设置寿州锣鼓、豆
制品制作、漆扇、簪花、茶艺等非遗传统课程，让老一
辈的传统贴近青年一代，充分激发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在润物无声中培基铸魂。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组织青年宣讲团赴各基层团
组织、学校、企业等基层一线进行宣讲，不断提升宣讲
活动的针对性、有效性，激励引导广大青年奋力书写为
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青言青语”
引领“青心青听”

本报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邵博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 摄影报道） 经
专家评审及名单公示，8月间，淮南木雕艺
人史方举获评“安徽省乡村工匠名师”荣
誉称号。这一荣誉的取得，也是对他从事
木雕技艺35年的褒扬。

史方举的“老实头木艺坊”位于田家
庵区舜耕镇钟郢社区，其“传统木雕”为
区级非遗。今年 1 月，史方举已获得“淮
南市乡村工匠”称号，现为国家一级美术
师。

“安徽省乡村工匠名师”由省农业农村
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多
部门共同认定。据介绍，安徽省乡村工匠
名师，是指在乡村从事传统工艺、农业技
术、手工艺领域工作，并具有较丰富传统
技艺设计、制作实践经验和较高艺术造诣
及影响力的专业人才。据悉，乡村工匠培
育工程自2023年起实施，旨在通过培育认
定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大师，设立一批名
师工作室和大师传习室，培育乡村高技能

人才队伍，为推动乡村工匠人才队伍素质
整体提升、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就业创业提供本土人才保障。

获评“安徽省乡村工匠名师”称号的史
方举，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早年学习
东阳木雕，从事木器、木雕设计和制作。
2014 年，他回到淮南创立“老实头木艺
坊”，至今已从事木工木雕技艺35年。2019
年起，随着参展淮南文博会，史方举开始
参与艺术评比，并获奖不断。其作品获得
淮南文博会金奖及安徽省“徽工奖”银
奖，作品 《王者风范》获得2023当代工艺
美术展“华艺杯”金奖。

史方举紧扣时代主题，将精巧构思融
入作品中，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创作出

《红船》，疫情期间创作木雕 《足不出户》，
广受好评。正是他坚持不辍的经年创作，
2023年11月，“传统木雕”被列入田家庵区
级非遗项目。目前，他也即将成为“传统
木雕”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以刀为笔细雕匠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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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崖作品《振翅欲飞》

史方举展示“金丝楠木”传统车木技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