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24日
责任编辑沈 清
美术编辑谭丽娜

04-05

全面深化改革 让更多青年遇见共青团
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加大新兴领域青年

骨干的挖掘和培养力度、“一专一站两联”工作
机制……这些名词的背后，是上海共青团下决
心全面深化改革的示范实践。每个名词背后也
是各级团干部不断创新的工作努力。

全面深化改革后，社区里的年轻人“冒出
来”了，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新兴领域青年与团
的距离更近了；团代表联络站使得青年服务的
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可能年轻一代对于码头号子
并不熟悉，它见证了上海港码头的
历史变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上海港码头号子已先后成功入
选市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今年团杨浦区委开展的新兴
领域青年座谈会上，该非遗项目国
家级传承人贾志虎唯一的徒弟张旻
杰呼吁，通过共青团招募有志青年，
一起参与码头号子的传承。

和张旻杰一样，90后郑骁捷也
遇到了共青团。现任中国舞蹈家
协会街舞委员会上海联络办秘书
长、杨浦区青联委员的他带领的上
海街舞联盟于2019年获得“上海
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入选“新时

代上海闪光青年”选树宣传名单。
郑骁捷回忆说，联盟和共青团

第一次发生交集是在2019年。彼
时，团杨浦区委打算举办“滨江人
人市集”，预判到来逛市集的可能
都是老年人，为了吸引年轻人，便
与上海街舞联盟合作举办街舞赛
事，果然效果显著。这样的合作持
续了好几年。今年5月，重新开张
的“滨江人人市集”将继续邀请街
舞青年在杨浦滨江激情热舞。

“以前，街舞青年属于小众群
体，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人
士关注到我们这一新兴领域的从
业者。”当街舞青年遇到共青团，他
们的身影出现在了“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街舞快闪活动和
“乡村振兴 筑梦街舞 上海-丽江
（云南）公益行”等活动中。去年3
月，街舞青年又在团市委的号召
下，化身“大白”，活跃在街头小巷，
帮助运送物资。

“近年来，我们通过开展‘筑梦
计划’，举办‘青春社区’赋能沙龙，
以‘创青春’等品牌赛事为依托，发
现、培养、举荐新兴领域青年人才，
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团杨
浦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团区委
针对全区青年中的新文艺青年、非
遗传承人、街舞青年等不同群体深
入摸排，组建网上青年社群，形成
新兴青年增量花名册。另外，还开

展《新就业形态从业青年现状及服
务策略研究》课题，及时掌握新兴
领域青年切实需求。

据了解，团杨浦区委下一步将
结合青联学习社、青年讲师团等

“青”字号品牌，在新兴领域青年中
组织开展宣讲，加强对他们的思想
政治引导，将优秀新兴领域青年选
入青联，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聚
焦在线新经济青年和海归青年聚
集地，探索建立国际社区青少年示
范点，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更
优环境。持续挖掘、宣传青年达人
典型，充实杨浦新兴领域青年人才
库，吸纳优秀新兴领域青年骨干加
入青联和团属社团。

当团代表联络站遇到“青春社
区”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记者从
团长宁区委了解到，该区在10个
街道（镇）实现团代表联络站全覆
盖，242 名团代表编组进站全覆
盖。该区还构建了“1+10+N”工
作体系，即1个联络总站、10个街
镇联络分站和N个活动阵地。

“青年业委会议事中心”是长
宁鼓励团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有
效实践。为了让更多青年的“金点
子”化作城区治理的“金钥匙”，团
长宁区委建立“青年业委会智库联
谊会”，成立6家“社宁居”青年业
委会议事中心，引领团青骨干在优
化社区环境、化解物业矛盾、参与
文明创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青年设计师、西延安中学科
普点位等全龄青年的关注下，北新
泾街道首个“慧居家园”青年议事
厅孕育而生，来自居委会和物业的
青年骨干、热心社区事务的青年业

主、区域化团建联盟单位代表的
10位青年成为首批成员，他们利
用自身特长为小区治理建言献策。

在关于“生境花园设计方案完
善”议题的讨论中，议事厅成员各
抒己见。通过实地踏勘、居民意见
征求、设计方案比稿等环节，这个
紧邻大型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阶
梯式”生境花园即将亮相。

经历了各个环节的上海市西
延安中学中队辅导员、区团代表
黄镇岳为花园的利用提出了更多
的建议，“和从书本获取知识不
同，生境花园能帮助学生拓展视
野，未来希望学生能有机会参与
花园建设，并通过社会实践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团长宁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在青年议事厅的基础上，从
2022年底，团区委开始探索整合青
工资源赋能社区治理，将10个青工
系统团组织与10个街道（镇）团组

织一一结对，发挥团代表联络站
“枢纽站”的作用，动员引导团代表
和青年人才深入社区、楼宇、园区。

在今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团
长宁区委就把团代表联络站叠
加嵌入“家门口、楼门口、街巷

口”，使青年服务的触角延伸到
了“神经末梢”。比如国资团工
委整合7支区属国企青年志愿者
团队组成“七彩志愿联盟”，在虹
桥街道为园区青年白领和周边
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尚海郦景社区有青年 2705
人，占比60%。“青年在哪里”这个
问题曾经一度让浦东新区洋泾街
道团工委成员赵路桥十分困惑，是
尚海郦景社区的网络社群建设实
践，让他找到了答案。尚海郦景共
青团组织大胆构建部落制的“云尚
社区”，注重运用地缘、业缘、趣缘、
益缘、学缘等机理，以网络社群为
团结凝聚社区团员和青年的重要
载体，并从中培养青年骨干，将成
熟的线上青年社群孵化培育为团
属青年社团与项目，从工作覆盖、

服务覆盖中不断拓展组织覆盖，共
青团城市基层组织的引领力、组织
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得到了更
大的彰显与提升。

从2015年因为买房而建群，
建立松散型的业主群，到对所有的
群进行规范化管理，经过七八年的
孵化，尚海郦景社区逐渐形成了一
个部落制的“云尚社区”，为每一名
社区青年添加标签、精准画像、虚
拟办制会员卡。

“尚海郦景社区有着成熟稳定
的网上社群部落，体量庞大，而且

每 个 群 都 很 活
跃，这让我既兴
奋又紧张。”尚海
郦景团支部书记
张英说，“船做大
了，需要扯好帆、
掌好舵。”尚海郦
景社区共青团组
织 及 时 介 入 引
导，将网上社群
建设中涌现出的
群众骨干培养为
团青骨干，将优
秀青年推荐为共
产党员，将线上
社群落地为实体
化社团，开发为

特色鲜明、功能稳定的基层团的工
作项目。

比如“悦动”系列、“悦享”系
列、交友系列等项目，在社区团组
织的培育孵化下，多措并举筹措项
目运作资金，目前已由青年骨干牵
头开展线下活动153场，5000余人
次参与。

晚上近10点，闵行区马桥镇
景城品雅苑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
记张挺刚到家。原来，最近她忙着
去华师大美院，协商大学生进社区
做微改造的事。

“社区共青团工作要做好，一
定要打破‘心墙’，除了借助小区内
的居民资源外，还要拓宽思路和共
建单位产生链接。”张挺告诉记者。

张挺所在的景城品雅苑是
2016年交付的商品房，业主中70%
都是年轻人。在排摸过后，她发现
研究生学历的业主人数多达五六
百。

通过挖掘培育，社区成功组建
青年业主“超能战队”，共有骨干35
人，服务内容涵盖养生、美食、助
老、亲子教育、社区治理等方面。

业委会成员也呈现年轻化的
趋势，有3名80后通过法定程序被
选入小区业委会，占比60%。

“通过引导，越来越多的青年

参与社区事务。许多人原来以为
社区志愿服务只限于捡垃圾，渐渐
地，他们从社区的旁观者到成为参
与者。社区活动不再是以居委干
部为主，居民成了举办活动的组织
者。”700多名志愿者，3个月内服
务时长超过2.4万小时。当拿到这
个统计数据时，张挺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不仅如此，该社区还孵化了本
土团属社会组织“乐佩公益”，服务
覆盖1124个家庭。

张挺介绍说，这些年来，小区
积极开展居民微信社群的孵化和
管理。由居民区团支部负责管理
小区“第二楼组长”群和志愿服务
群，由“乐佩公益”管理各类社区兴
趣小组群，已建立各类微信群26
个，总计覆盖2000余人。在基层
团组织指导下，业委会的80后委
员通过随申办平台，创新使用“马
尚投”线上投票工具完成社区维修
资金使用的投票。上班族业主投
票参与率不高、投票结果易遭质疑
等问题被区块链技术轻松化解，同
时也激发了青年业主参与社区治
理的热情，小区陆续进行了游乐园
地坪改造、社区老旧沙池改造健身
场地、61号路面翻新改造等一系
列硬件设施改造。

让团代表化身青春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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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一社区700多名志愿

者，3个月内服务时长超过2.4万

小时。

围绕外卖、快递、货运司机等

新兴领域青年就业群体，制定工

作方案，设置31个上海共青团“小

哥服务驿站”常态化提供服务。

31
截至2022年，团市委面向新

兴领域青年打造“筑梦空间”58

个。

58
长宁区构建了“1+10+N”工

作体系，即1个联络总站、10个街

镇联络分站和N个活动阵地。

1+10+N 以网络社群为团结凝聚社区团员和青年的重要载体，并从中培养青年

骨干，将成熟的线上青年社群孵化培育为团属青年社团与项目，从工作覆

盖、服务覆盖中不断拓展组织覆盖，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的引领力、组织

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得到了更大的彰显与提升。

激发新兴领域青年创新创造活力

让青年与社区“双向奔赴”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施培琦

2.4万

作为中央群团改革的试点单
位，上海市团校在团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坚决贯彻群团改革精神，剥
离学历教育，回归主责主业。

2020年7月，团市委主要领导
到学校进行调研，提出了“勇于自
我革命，跳出舒适圈”的明确要求，

学校加速推进改革。2021 年 11
月，学校进入高质量发展加速改革
新阶段，开启第三次创业新征程。

近年来，团校立足建设党在青
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政治学校这
一根本定位，全面深化系统性改
革，秉持“红色做红、特色做特、为

红而特、因特更红”的创新办学发
展理念，落地实施新三定方案，研
发形成三大培训课程体系，聚焦青
年干部培养、青年特色人才培养、
青年科研咨政三大主责主业，全面
革新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构建政治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

政治生态，打造政治学校特有的学
科形态，推动教研咨管一体化的运
行势态，形成展教结合的数字化校
园业态，“开门办团校”不断扩大社
会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探索出一
条符合地方特色省级团校的建设
之路。

秉持创新理念“开门办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