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争做强国好青年手抄报 争做新时
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心得感悟(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争做强国好青年手抄报篇一

金色九月，秋风送爽，转眼我们又迎来了祖国__岁华诞。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中国共产党经历了__年
的艰苦奋斗，__年前，正是一群志同道合、有志气、有朝气
的新青年在黑暗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
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有血有泪有牺牲，
终是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难之时的
毫不畏惧，江姐被毒刑拷打时的坚贞不屈，19岁的董存瑞舍
身炸碉堡，壮烈牺牲;黄继光英勇用胸膛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
口!他们身上的骨气处处得以彰显。

青年干部更要敢于走出舒适圈，走出办公室，走进群众心里。
要在艰苦岗位、基层多走多看中提升自身能力，积极将青春
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自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不负期望。

青年干部正值风华正茂之时，敢于“自讨苦吃”，埋头苦干、
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找准前进目标，脚踏
实地干事业。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当自觉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重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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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小，不能像革命先烈一样报效祖国，但我
们有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好好学习，用知识的.力量让我们
成长起来。学习是一切前进动力的源泉，从小养成勤奋学习、
追求上进的好习惯，将来才能更好的造福于社会。俗话
说“活到老，学到老”。人一生有学不完的知识，有了爱学
习的好习惯，以后才能从生活中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才能
为祖国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更好的报效祖国。

争做强国好青年手抄报篇三

何谓“躺平”?此词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最开始的“丧文化”到
“佛系文化”，再到如今“躺平”，瘫软的姿态在不断翻新，
愈来愈多的人选择以无所作为的方式来妥协和逃避。广大青
年干部们作为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生力军、动力源，更应拒
绝“躺平”，站立起来，争做开路破局的弄潮儿，激扬青春
之风采!

摆脱冷气，创新奋进，以“扶摇直上九万里”之势跳出“舒
适圈”。优渥的条件、丰厚的资源使部分同志囿于“舒适
圈”，安于现状，不再拼搏，错误地以为个人努力只会拉
高“内卷”强度，以平躺提前放弃努力来获得所谓的幸福感。
殊不知，“舒适圈”无边界，其不断扩大的过程则是成长的
过程。青年干部“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把“非舒适圈”变为自身的“舒适圈”，就像将
军不断开拓疆土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经由磨砺而获得
成长。“立志不高，则溺于流俗;持身不严，则入于匪辞”，
只有摒弃守成心态，抵制“舒适”吞噬，勇立潮头，敢于创
新奋进，才能无愧新时代下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唯实唯勤，矢志不移，以“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态拿稳“接
力棒”。思想上要“站得住”，时刻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
热情和衷心，要具有攻坚克难的勇气，更要有坚如磐石的信
念。对于我们青年来说，奋斗不仅是一种追求，更是一份责
任，从踏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刻开始，个人的理想追求就已经
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打铁还需自身硬”，要
秉承“学无止境”的思想，以“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
经叩问”的劲头多学、多问、多思。百年筚路蓝缕，百年风
雨兼程。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接过先辈的革命火炬，紧握时代的
“接力棒”，从历史中汲取营养，锤炼初心、淬炼匠心、修
炼信心，感受奋进力量，将历史使命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唯实唯勤，矢志不移，用汗水换成绩、用付
出赢掌声。

对标先进，埋下身段，以“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心耕好“责
任田”。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广大青年干部要对
标先进，以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的毅力，以凿壁借光、囊萤
映雪的劲头不断学习，培养自身“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
做，不怕千万事”的韧劲;要多去啃啃“硬骨头”，多当几
次“热锅上的蚂蚁”，沉下心来、俯下身去，多倾听、多交
流，从细处着眼、润物无声，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从实
处着力、知行合力，强化“务实”与“落实”。以踏尽千山
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
千四万”精神当好“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耕好
为民服务的“责任田”。

勇破善立，归零心态，以“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望奏响“新
乐章”。重读那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建党历史，从雪山草
地到血战湘江，从南湖的小小红船到今天的巍巍巨轮，提醒
着我们要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
路”。“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广大青年干部作为时
代的弄潮儿，应以“归零”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刻保持
阳光心态、昂扬热情，给思想上多充充“电”，精神上多补补
“钙”，工作上多加加“油”，坚守为民初心，练就实干本



领。人人亦如此，必将“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
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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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变化翻天云涌，一批批时代先锋，
感动中国人物，创业大咖等引领着中国站向世界之巅一步步
迈进。

几十年前，中国人民依旧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是谁
解决了这世界难题，解决了粮食之忧，他就是——袁隆平。
若没有袁隆平，估计仅靠中国自己生产的粮食是养不活全部
中国人的，还需要靠大量的进口，想一想一个国家连自己最
基本的粮食都解决不了，何来发展工业，发展高科技呢?袁隆
平就带着探索和尝试的`心态扎根于研究杂交水稻，他不是在
实验室，就是在实验室的路上，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研究探
索，终于研究出了闻名的杂交水稻，他也被评为——“杂交
水稻之父”现如今，中国早已结束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
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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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装素裹的大地间擂响的战鼓、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点燃
的火焰……北京冬奥会的转播主题曲《燃》在赛会期间陪伴
观赛的全球观众，传递来自冰雪世界的火热激情。与此同时，
从运动员到志愿者再到“三亿人上冰雪”，中国青年也用实
际行动唱响了“冰与火”之歌。作为新时代青年干部，应当
从冬奥盛会中汲取奋进力量，打破困境之“冰”，点燃实干之
“火”，奏响“一起向未来”的时代乐章。

用拼搏展现青春风采，当“燃”是中国青年。

从成功挑战超高难度动作夺得冠军的18岁滑雪少女谷爱凌，



到初战冬奥取得银牌的17岁小将苏翊鸣，再到短道速滑奋力
拼搏摘得银牌的21岁“黑马”李文龙，北京冬奥赛场上，年
轻选手以超越自我赢得喝彩，展现中国青年的青春风采。青
年干部要学习这种顽强拼搏、突破自我的精神，特别是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
赢”的大战大考中，青年干部更应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
直面挑战、主动作为，展示新时代年轻干部的良好风貌。

用担当彰显责任使命，当“燃”是中国青年。

在北京冬奥会拉开帷幕之前，早已有人为这场冰雪盛会忙碌
不已。他们在赛事场馆维持秩序，他们在闭环驻地悉心接待，
他们在不同领域热情服务。他们是冰雪盛会中的一抹“天霁
蓝”，是北京冬奥会上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年轻的志愿者们以
“少年心”胸怀“天下事”，以“嫩肩膀”扛起“硬担子”，
彰显了中国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不做纸上谈兵的“空谈客”，
做脚踏实地的“实践派”，不做夸夸而谈的“理论者”，深
入基层服务群众，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用热情激发创新活力，当“燃”是中国青年。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了冰雪运
动，“三亿人上冰雪”也从愿景走向现实。在中国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群中，青年是参与冰雪运动的主力军。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曲《燃》，不仅是冬奥赛事的“画龙点
睛”之作，也是中国青年的“冰与火”之歌。他们刻苦训练，
超越自我;他们敢于担当，无私奉献;他们热情洋溢，积极投
入……他们是新时代的中坚力量，是新征程的青春担
当。“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青年干部作为时代浪潮中的年轻“后
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