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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批全国县域共青
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区，虹口团
区委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开展以
青年“三进”（进物业、进业委会、
进小区）为代表的青年参与社区
治理的实践探索，从街道试点、
面上发动、全区推广到青年第二
楼组长全面赋能，青年“三进”不
断迭代升级向纵深发展，持续解
锁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新路径。
《上海虹口区：青年“三进”提出
社区治理“年轻方案”》作为全国
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的优
秀案例，有关经验做法在全团范
围进行宣传推广。

据悉，自项目实施以来，虹
口青年业委会委员、物业青年骨

干人数实现了翻倍增长，500余
名青年第二楼组长争当社区主
理人，在社区出实招、办实事、见
实效。探索推出青年第二楼组
长“小聚场”工作法，打造青调
研、青议会、青年设计师顾问团、
青春社区加油站、青年业委会执
行秘书等品牌项目。

2023年年底，虹口团区委联
动全区8个街道团工委，在全区
范围组织开展了“青春善治 别
young虹”虹口区青年社区达人
赛，近 200 人次的选手报名参
与。选手们围绕青年进物业、青
年进业委会、青年进小区三大板
块，重点聚焦社区物业治理、社
区自治共治、社区氛围营造、社

区志愿服务等四大类主题内容
进行交流展示，经过各街道分赛
区初赛、区级复赛选拔，共有11
组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11组选手来自各行各业，他
们中有在基层实践锻炼的选调
生，有服务社区的派出所民警，
有公租房中的青年议事会成员，
有社区中的青年居民，有驻区单
位的博士团队，有机关青年和居
民区干部，还有学校的大队辅导
员和少先队员代表。这群来自
基层第一线、实践最前沿的“三
进”青年们走上台前，通过TED演
讲、三句半等形式，讲述他们亲
历的“三进”故事，分享参与社区
治理的工作成果，交流成长体

会。
下一步，虹口区共青团将

坚持党建引领，积极践行“坚定
不移往社区走”战略。以青年

“三进”工作为抓手，创新组织
形态、达人培育、新发展格局和
治理氛围，引导更多优秀青年
投身社区基层治理的伟大事业
中。

在活动现场，党建筑基，团
建赋能——虹口共青团新兴领
域“强基赋能”行动也正式启动，
将聚焦强思想，强基础、强阵地、
强保障、强赋能5个方面，开展包
括爱心寒托班城市建设者子女
专场、青年夜校“两企三新”专场
等在内的12类项目。

那些事有关探索、成长
和突破

近300名采访对象中，既有
一路开挂的学霸，也有经历困惑
与低谷后逆袭成长的励志学子，
既有深耕传统学科的专注者，也
有跨界创新领域的探索者。他们
在复旦开放包容的环境中成长。

如果用一句话来推荐这本
书，主编、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牛新春说：

“它会帮助我们更好、更勇敢地
在复旦学会自我探索。”

这是一本成人、成长、成才
的故事集，也是一本发现自我、
塑造自我、超越自我的案例集。
高教所青年副研究员、主持本书
编撰日常工作的马莹向记者介
绍了其中的几个访谈故事。第
一个故事在她看来就是，这名学
生付出的不懈努力与复旦多元
包容的培养模式相得益彰，最终
结出跨学科发展的美好果实。

这是一个从中文到AI跨学
科深造的旅程。2018年，这名徐
姓女生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四
年后成为复旦计算机系的直博
生。“入学后，她经过学习发现，
自己对带主观色彩的论证并不
是那么喜欢，反而对通识课上接
触到的神经网络算法、计算机语
言处理非常感兴趣。在计算机
系和中文系老师的指导之下，她
利用复旦全面开放的选课制度，
在本科四年的时间里，为自己量
身定制了一套跨语言学、数学和
计算机的学习方案，经过努力探
索，摸到了科研的门路，毕业时
候完成了从中文系到AI方向直
博这样巨大的飞跃。”马莹说，这
名学生将旁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总结为“放胆去学，去寻找自己
的兴趣所在”，而这也是学校实
施灵活选课制度并带来美好的

“回响”。

还有一名学生，慢慢地适应
荣誉课程的高强度，看到了更广
阔的科学世界，更先进的科研思
维，并在其中接受基本的科研训
练，也变得更加坚韧，最终获得
荣誉学位，并且正在美国顶尖大
学深造，未来希望投身高科技的
研发工作。

护理专业的张同学在复旦
度过跌宕起伏的四年，与不同院
系的多位老师有过深入交流，最
终明确了方向。

“三个故事的主角各自遇到
的困境不一样，他们以完全不同
的方式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并且
在时代和国家的需求中找到了
各自的锚点。在我们看来，他们
的成长故事是学生和大学之间

的相得益彰，相互造就，是这样
的复旦成就了这样的他们，但同
时也是他们延续了复旦的传统
和荣光。”马莹说。

以一知万，找到5个成
长成才的规律

从构思到出版，《追寻心中
的日月光华——复旦本科生的
故事》历时3年，先后有近40位
高教所的老师、研究生、毕业生
参与。最终，以六个章节，串联
起真实的复旦人、真实的复旦。
纵向是复旦最有效的育人实践，
横向贯穿学生如何利用好这些
资源。

跳脱章节限制，这本书也概
括性得出了同学们5个成长成才

的规律：学生的共同课题是主动
性；目标是寻找这个世界和时代
中自己的定位；通过向内求索，
认识自我、磨炼自我；要与“大先
生”“好同窗”互动好；真正的成
长要有探索和容错的空间。

不少受访者提到，进入大学
后，逐渐在丰富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中意识到，成绩并不是唯一或最重
要的自我评价标准，更要紧的是找
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可以说，这是第一本从学
生成长视角系统总结复旦本科
教育实践的书。同时，因为成书
的基础是大规模本科生的访谈、
学术理论的指导，这也就构成了
对国内顶尖大学教育实践的第
一次本土理论化的探索。”牛新

春说，“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本
科生如何度过大学四年，成长为
一个可以立足于社会、成就于社
会的年轻人？复旦这所百年学
府，位于引领时代、传统与开放
并举的上海，又为她的本科生提
供了怎样独特的成长机会？这
是社会之问，而我们试图解答。”

记者获悉，通过访谈梳理，
最终既有复旦人从中文到AI的
跨学科经历，也有如何利用资源
成长为“多边形人才”的故事，还
能看到不少硬核学习活动。

优秀学生通过统一高考进
入大学后，都会面临重新寻找自
己的学习成长目标的难关，这个
过程需要大学教育全面的支持和
帮助，“复旦的优势在于，在功利
化的大环境下能尊重和保护学生
与教师自我驱动地追求卓越，能
够在较大程度上包容不同的优
秀、不同的价值追求。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能形成真正的教学相长
和思想共鸣。”复旦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陆一
说，这正是本书体现的价值。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说，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办学之本。
面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教
育强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本
科教育呼唤新理念、新模式、新
改革。但无论怎么改，学校、教
师都要坚持把学生放在中心位
置，把学生个体的学习体验和全
面发展放在中心位置，尊重学
生、尊重教育、尊重规律。期待
院系、老师从同学所需所思出
发，把握教育教学的针对性，造
就更多拔尖创新之才，期待更多
的复旦学子能用学长故事照亮
自己的前路，成就更好的自己。

用学长的故事照亮自己的前路
他们访谈近300名学子总结出了复旦本科生成长成才的一套规律

一所好的大学，能够改变学生的一生。进入大学，什么是好的学习方法？在
复旦的大学四年应怎样度过，才能收获满满？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代代学子
能找到并走好自己的路，塑造出共同而独特的“复旦气质”？昨天下午，《追寻心中
的日月光华——复旦本科生的故事》新书首发式在复旦大学举行。该书采用访谈
自述形式，全景记录近300名本科生的校园故事。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从构思到出版，《追寻心中的日月光华——复旦本科生的故事》历时3年，先后有近40位高教所的老
师、研究生、毕业生参与。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扎根基层 闪耀社区
虹口区青年社区达人赛决赛举行

青年扎根基层，青春闪

耀社区，11 月 21 日下午，

“青春善治 别young虹”虹

口区青年社区达人赛决赛

举行，11 组决赛参赛选手

分享了自己与社区双向奔

赴的精彩故事。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选手正在分享自己的精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