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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青年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城市数字化转型，需要全新

的治理理念，青年群体是城市社
区最需要的新生治理力量。市
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党总支
副书记樊好委员所关注的，正是
如何让青年的有生力量深入到
社区，为社区治理造血。

“青年群体是城市社区中所
需要的新生治理力量的最优选
择。”樊好向记者表示，青年人最
富活力和创造力，最熟悉新理
念、新思想，作为数字化时代的

“土著”，青年人也是最能充分理
解和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群
体。

在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
要求的背景下，如何将青年工
作的视野重新回归社区，如何
有效引导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
理，将青年力量转化为社区治
理的新兴主体力量，就成为了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一项重要
议题。

樊好表示，团市委近年来
围绕青年骨干进业委会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取得一定成效，随

着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
入，也需要进一步引领青年常
态化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青年
进社区工作‘升级版’要扩大视
野，加强整体设计，更加全面融
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格局，让
青年在社区治理的地位和作用
更加凸显。”

议题分布城市“末梢神经”
樊好的另一个提案是有关

探索构建创新基层自治新格
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
细胞”，既是公共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
服 务 效 度 和 温 度 的“ 神 经 末
梢”。他建议要建设基层组织数
字化平台，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
为协调行政圈、社会圈和生活圈
的组织数字中枢。在数字化的
基础上，建立社区“协同治理”平
台和社区“一门式”服务平台。

同样是结合自身的工作，金
山区张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芳委员最关注的还是乡村振兴人
才问题。“乡村振兴进一步发展，
最重要的是吸引人才。现在五个
新城的建设如火如荼，但对于我

们这些“五城”以外的郊区，同样
也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政策扶持。”

上海东方卫视中心主持人
麻伊琳委员今年关注的则是能
在上海的中小学里完成空调全
覆盖。“‘双减’政策实施后，有
些晚托的小朋友回家会比较
晚，冬天或者夏天在教室里就
会比较辛苦，但我发现有些学
校可能是因为配电问题，或者
教学楼是在老校区，不方便安
装空调。这个问题如果能被解
决，也是可以惠及每个孩子，体
现校园温度的。”

热议社区治理、校园“双减”、乡村振兴等话题

青年委员们的关注点很“接地气”

麻伊琳委员李芳委员

青年如何常态化参与社区治理、“双减”
背景下如何体现校园“温度”、乡村振兴如何
吸引人才……从小的细节到大的政策，这次
两会上，80后青年委员们关心的话题丰富多
样，提出的建议也切实可行。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樊好委员

“个人觉得上海若想走出一
条基层治理行之有效的新思路，
就离不开团青骨干的深度参
与。”梁顺龙建议，上海各级团组
织积极推动团青骨干和青年代
表人士进社区活动，从制度、技
术、路径等各方面提出举措，更
好发挥团青骨干作用，鼓励青年
业主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业主委
员会成员，引领更多青年参与社
区建设。

他还提出了以数字化转型
夯实基层组织力量。比如依托

上海“一网统管”平台、各街镇城
运中心数据，由居委会牵头，组
织青年党员、团青骨干将社区

“双报道”落在实处，主动组织社
区内的青年骨干参与社区整合
活动和参与业主委员会工作，培
育一批有志愿、有能力的社区青
年达人和志愿者团队。

“我们不妨率先探索制度创
新先行。在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范本中纳入鼓励青年参与业主
委员会的示范性条款，参照本市
街镇班子换届应配备一定数量

青年干部的做法，对业主委员会
构成提出结构比例要求，原则上
在职青年比例应不低于委员总
数的1/3，至少确保一名在职青
年委员参加。”此外，梁顺龙还建
议能积极发挥青年专业能力。
比如主动挖掘青年居民业主中
具有专业能力的成员，鼓励其参
与选举业主委员会或承担业主
委员会秘书角色，鼓励组建团青
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入社区
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咨询师，以
及法律、财务、审计人才。

突破传统打造“云社区”、推动团青骨干深度参与

释放青年业主活力 赋能数字化社区治理
就在不久前，本报做了县域共青团改革系列报道，展示了16个区基层共青团的经典案例。如何吸引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同样成为此次上海两会青年代

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有的提出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助力青年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有的提出要打破传统社区的概念，在“云社区”上做文章；还有的则指

出，可以吸纳全职妈妈青年群体，为社区注入新鲜活力，更可以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的社区服务。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受访者供图

在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
委员、观察者网副总编辑梁顺龙
提交了一份名为《进一步加强青
年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推动建设
数字之都的建议》的提案。梁顺
龙透露说，之所以撰写这份提案
是源于一位朋友的吐槽。

原来，梁顺龙的朋友是一名
青年业委会委员，10年前就积极
参与社区工作，至今热情不减，但
因为业委会只有他一名青年委
员，经常感到孤掌难鸣，且与其他
年长的委员、主任们有代沟，在许

多问题上无法产生共鸣。
作为全国青联常委，同时也

是青年业主，梁顺龙很理解思维
活跃、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为何不
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一方面是八
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不多，一旦
社区活动时间和工作有冲突只能
放弃社区活动。同时，由于缺少相
应的吸引力和激励机制，即使有能
力、有余力、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
工作的青年，在无法体现个人价值
和缺乏获得感的情况下，会逐渐失
去热情和降低参与意愿。”

青年如何参与社区治理的
话题同样引起了代表们的热
议。市人大代表、上海优刻得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季
昕华长期致力于数字化研究。

“现在一说到社区，我们就
想到了实体小区，但其实不少年
轻人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他们的
兴趣点未必在传统的生活社区，
而是以兴趣为纽带构建的社群
或者网络社区，我们可以称为

‘云社区’。”在季昕华看来，上海
现有的数字化手段不少，均为年
轻人搭建了参与线上讨论、治理
的平台。未必一定要按照传统模
式倡导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要
推出适应年轻人的新模式。

“现在不少年轻人热衷于公
益，疫情暴发的时候，很多人冲
到基层，守护家园。以前大家是
互相串门的邻居，现在的业主群
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也纷纷为
社区自治出谋划策。青年业主
更愿意到网上发表意见。建议
可以实现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
实相辅相成的社区自治模式。”
不仅如此，季昕华还特别提到了
要关注长租公寓、青年公寓的租
户，因为“这些社区以年轻人为
主，应该激发他们的潜力”。

另一位青年代表、市残联兼职
副理事长金晶则表示，针对年轻人
的习惯，可以采取一些数据化管
理的手段。科技和数字化的手
段，能让他们更有效地参与社区
治理。此外，还可以发动全职妈
妈群体，这一青年群体在小区的
时间较多，生活圈以小区为核
心。相比单身族来说对小区更有
归属感，也更有余力。而且大部
分全职妈妈的文化素养不低。

健全社区激励机制
提升业委会青年工作热情

发挥青年力量 团青骨干深度参与
引领更多青年参与社区建设

搭建社区云平台
激发社区青年更多潜力

季昕华代表

梁顺龙委员

据上海市青年业委会联
谊会信息系统显示，截至
2021年底，上海9300多个业
主委员会组织中青年成员占
比不足3%。

上海现有的数字化的手
段不少，在倡导年轻人参与
社区治理时，要推出适应年
轻人的新模式。

加强基层治理 构建网络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