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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市青年联合会进一步优化委员结构，扩大组织覆盖，强化作用发挥，加强青年思想引领，不
忘初心跟党走，开展精准扶贫，服务中心、服务青年，在群团改革的快车道上全速前行。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凝聚力量、搭建舞台、在群团改革的快车道上全速前行

上海青联：为建设上海献真智、出实招

市第十三次团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催人奋进和令人难忘
的五年。五年来，上海青年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勇开风气之
先、勇攀创新高峰，以平凡的实践汇聚起推动城市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巨大力量，让青春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五年来，上海
共青团在市委和团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以巩固和扩大凝
聚在党旗下的青年群众队伍为己任，按照“ 两个全体青年”
和“ 三个走在前列”的要求，以“ 进一步密切团青关系”为主
方向，认真履行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
合法权益的职能，全面落实市第十三次团代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将建设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共青团不断推向深入。五年
的拼搏与奉献，化为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年的探索与实
践，凝成一份承前启后的事业。
五年，定格为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张彦是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一名普通的桥吊司机，
但同时又是全国青联常委、市青联
副主席。

从普通工人岗位成长起来的张
彦其实并不普通。作为“80后”年轻
党员，张彦和他的团队先后7次刷新
集装箱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

2016年加入市青联后，张彦更
多了一份责任与使命。“青联给我搭
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立足
自身岗位不断学习成长，并且不断
为行业发展做贡献的同时，我有了
更多的机会能够与更多的青年群体

进行交流，帮助他们成长成才。”
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张

彦加入了“青春成长导师团”，多次
参与青联开展的“中国梦·青年行”
系列主题活动。与各行业的职业
青年、大学生们开展面对面活动，
为这些青年讲述他的成长故事，分
享他的成长感悟，解答青年们的
困惑。

青年问得最多的问题包括“面
对枯燥的工作有没有想过放弃”“怎
么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等等。而张
彦是这样回答的：“我在工作中通过
不断的钻研和努力，每天都能感受

到自己的成长，这样的感受给我带
来的快乐让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会
枯燥”“工作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
困难，我一直告诉自己今天面对这
样的困难如果我选择了退缩，以后
面对相同程度的难题我还有勇气去
克服吗？所以每次面对难题时我一
定会迎难而上，努力去攻克它”。张
彦以此来鼓励青年敢于有梦、勇于
追梦、勤于圆梦。

张彦认为，青联委员既是青年
中的榜样和标杆，要带领身边青年
为各行各业的建设和发展做贡献。
同时，也是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应当

更好地了解青年、联系青年、服务
青年。

2016年12月底，市青联“敞开
怀抱”，除了张彦之外，还吸纳了108
名来自基层和一线、新媒体从业人
员、青年社会组织骨干、留学归国人
员、创新创业领域等新兴群体的优
秀青年代表，重点关注政治立场坚
定正确、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年网络
意见领袖，用“新人”“新方式”联系

“两新组织”青年，通过优化委员结
构，增强青联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使
青联的覆盖范围更广，对青年的引
领和服务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眼下，青联改革的步伐已经深入
到上海的每个区。结合各自的区域特
点，青联改革各区都行走在路上。

浦东青联推出了“委员轮值主
席制”系列活动。由每个界别副主

席轮值，每月开展一次活动，并
带动全体青联委员面向社

会、面向青年，积极履职和
提供服务，促进青联成

为一个开放、共享、普
惠的青年组织。“针
对青联委员‘三进服
务平台’，我们开展
了调查问卷。”浦东
青联秘书长俞珊珊
向青年报记者介绍
说，本次调查问卷共
有204名青联委员
参与其中，根据
调查结果报告
进行梳理分类，
由此成立“青年
就业创业导师
团”“青少年成长

导师团”“青年志
愿者服务团”。

徐汇区青联则推
荐了32名青联委员参

与“满意在徐汇”走访。
让青联委员深入社区，与

群众面对面交流，真实了解
当前全区各项方针决策及社情

民意；提升服务中心、服务人民
群众的意识；直接对接需求，发挥

智力、人力、财力优势，进而更好履职。
目前，已有多位青联委员向社区捐赠物
资，解决居民区实际问题；多位委员为
社区开展自救互救培训，均取得较好社

会效果。
嘉定区青联面向全区直属团组织

征集青年团体初步排摸名单。重点指
导安亭汽车城成立汽车青年联谊会，推
动成为下一届青联的会员团体。学校
团工委推介青年教师联合会、司法局团
委推介律师协会、个协青工委推介个体
协……此外，民政局、教育局、卫计委、文
广局、国资集团、汽车城集团、残联、经
委、科委、财政局、个协、联影医疗等单位
还一起探索对于未来建立青年社团的
想法和建议。计划以后每年成立1-2
个会员团体，争取覆盖更多有活力、有作
为、有特色的群体和青年。

“今年市青联将进行整体换届，切
实提升基层和一线青年代表在委员会
和常委会的比例，进一步扩大对新兴青
年群体的吸纳，继续优化专业领域委员
结构。”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刘伟
表示，各区青联要坚持团体会员制的组
织形式，根据形势、任务的新变化，调整
清退不符合组织功能的会员团体，扩大
对新兴领域青年社团的覆盖和吸纳。

“青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
组织，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是我们工作的
重中之重。”团市委书记、市青联名誉主
席王宇在青联常委会上表示，“今年是改
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对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都更有自信。进入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青联组织要在上海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进程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坚定方
向，把握机遇，勇挑重担，为上海建设‘五
个中心’、打造‘四大品牌’，加快建成卓
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献真智、出实招。”

根据全国青联“助力精准脱贫”文
件要求中“义务教育阶段每人每年1000
元、高中阶段每人每年1500元、大学阶
段每人每年2000元”相关要求，市青联
发动上海各级青联委员1000余人次积
极捐款奉献爱心，结对贫困学生千余对。

连续两年组织开展“益起跑”——
上海各界青年公益跑活动，沪上各界青
年通过“线上报名+线下召集”相结合
的方式积极报名组队，还纷纷通过“众
筹”的方式为多个公益项目筹集善款。
去年活动募得善款75余万元，今年活
动募得善款100余万元。全部善款直
接进入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账户，
确保善款使用过程中专款专用、公开透
明。目前已陆续落地新疆、西藏、青海、
云南等上海对口支援地区。

今年4月市青联和市青企协的30
余名代表赴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
县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工作。

到2020年前，市青联委员和市青
企协会员要完成“六个一”的规定动作，
即：至少参与一个精准扶贫项目、参与
一个贫困村的扶贫工作、每年参与一次
捐资助学、与受助学生至少见一次面、
帮助受助学生完成至少一个“微心愿”、
为家庭困难大学生提供一个就业岗位
信息。精准扶贫工作的参与情况还将
作为履职的重要依据，纳入市青联委员
和市青企协会员的考核安排中。

市青联还带领委员献智出力，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在去年成功举办“第十
届长三角青商论坛”的基础上，今年正在
筹办“第十一届长三角青商论坛”，鼓励
委员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
长三角经济带发展，加快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市青联委员按照自身特点，主动
担任“成长导师”“梦创导师”等，关注
青年成长，打造服务青年的平台。每
年举办“创青春”系列大赛，加大“创
业英才”的开发培育力度，把发挥青
联委员作用，扶持青年创新创业作为
工作着力点。

举办“共青团与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面对面”活动，就青少年权益保护等
问题与网民直面交流。开展大调研大
走访活动，为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做好
充分的前期调研准备，不断提高人大建
议和政协提案水平。

市青联还制定了《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委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对委员履
职情况进行考核。市青联委员要下沉到区
青联，走进社区，承办一项区青联服务青少
年事务，主动对接所联系区的青年代表群
体，并协助解决一项成长诉求，参与一次关
于本行业、本领域内青年的调研，参与一项
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志愿工作等等。自
市青联十一届一次全会以来，陆续清退了
无法正常履职的委员21名。

开展精准扶贫切实服务中心工作D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期，市青联拍
摄“青春喜迎十九大 接续奋斗中国
梦”视频短片，邀请青联各行业代表
人物参与，视频媒体总点击量突破
3200 万次。组织开展十九大专题培
训班，邀请青联委员中的十九大代表
第一时间传达大会精神。

此外，市青联通过推进“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中国梦·青年行”系列主
题活动，利用线下TED演说会的氛围
营造和线上直播的传播效力，直播覆
盖人数达到 500 万。联手喜马拉雅
FM，制作具有青联IP、专属于青年的系
列文化产品“筑梦力量”，邀请十九大
代表、C919首飞工程师等青联委员讲
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传播榜样正能量，
仅推出10期音频访谈，播放量已达到

700多万次。医卫青联换届期间，制作
推出温情短片《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
量》，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转发、点
赞，播放量已超3600万次，微博转发量
超53万次。

近年来，市青联还组织委员多次
赴井冈山和延安、梁家河等地进行实
地培训，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委员们不
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在
梁家河，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
年插队时挖的井，跟那里的老支书聊
了聊，他回忆起当年北京知青在那里
插队时的点点滴滴。”让市青联常委、
徐汇创客中心创始人邵楠印象最深刻
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年轻时就很爱
读书，在艰苦环境下，还与群众打成一
片，工作、劳动之余，不忘学习。

创新思想引领 温暖你我他C

2017年底至2018年初，上海青
年科技人才协会和上海外企青年人才
协会先后成立，吸纳科创中心建设中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和世界500强中的
外企青年融入青联大家庭。

“我们这个协会的活跃度很高。
协会成员会有技术方面的互相帮助
和协作，还通过协会会员合作，申报
各类奖项。”市青科协秘书长徐蓓巍
告诉青年报记者，他们希望通过搭建
平台，促进人才沟通交流；通过公益
服务，彰显青年家国情怀；通过跨界
融合，营造科研创新氛围。

为了保证协会活动有序开展，
上海青年科技人才协会设立了基础
科学专业委员会、生物与医药科学专
业委员会、制造与工程科学专业委员
会等7个专业委员会。市青科协成
立伊始便邀请了青年科学家在梅赛
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了“颠覆
2018的九大关键领域”TALK；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举办了“科普志愿新征
程，青春建功新时代”暨“科普梦，志
愿行”科普活动成果展等。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全
球各类知名企业驻扎。上海团市委联
合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筹备成

立了上海外企青年人才协会。在注重
广泛性、先进性的基础上，协会筹备组
严格把关，产生首批会员人选共168
人，平均年龄37.87岁，最年轻的一位
1992年出生。其中，中共党员47人，民
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18人，群众103
人。担任企业总监以上级别的会员超
过总人数的70%。

“协会刚刚成立，今后一段时间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协会的自身建
设，形成一套严谨、规范的工作机制，使
协会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科学化、高
效化，继续加强对外企青年的思想引领
和思想凝聚。”上海外企青年人才协会
会长、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党委
副书记陶骏介绍说。

新一届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除了
基本覆盖上海上市公司前100强、
国有企业纳税前50强、私营企业纳
税前50强之外，还吸收了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领域
企业加入；新一届市信息化青年人
才协会会员结构更具广泛性、代表
性，常用 Top100 应用 APP 中占 35
席，全球著名IT企业占14席，覆盖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设
备、输入法、VR等企业负责人及技术
极客；新一届市医药卫生青联委员
不仅覆盖全市所有三甲医院，同时
吸收社区医院、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的一线工作者，包含医疗管理、专业
医师、基础科研等。

青年报记者获悉，目前市青联
共有41个会员团体。2017年，市青
联制定了《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会员
团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团体
会员入会标准、入会程序、权利和义
务以及退出机制，推动会员团体既
有各具特色、全面活跃的“自转”又
有规范有序、合作共建的“公转”。

一线工人当上市青联副主席A

新协会拥抱更多新领域青年B
各区青联改革在路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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