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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青团改革动态
第 12期

共青团江苏省委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 9 月 30 日

编者按：基层团组织是团的肌体“细胞”、是团的改革“末

梢”、是服务青年的“窗口”，没有在基层的组织力，共青团就

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强团的基层建设，是党对共青团

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明确要求，是突破团的发展瓶颈的必然选

择，也是提升青年满意度和获得感的关键之举，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决定性意义。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牢固树立重视

基层、狠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全面加强团的基层建设”为主

题，紧盯短板和弱项，把心思和力量往实处落、往一线沉，让团

组织筋骨更为强健、气血更加充盈，有效提升团的组织力，高质

量建设“青年身边的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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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团省委稳步推进“智慧团建”系统建设

★团省委深化“积分入团”工作，把好入团质量关

★团南京市委：推行工作指导手册，夯实团支部工作基础

★团盐城市委：实施“三大工程”，提升基层组织力

★团淮安市淮安区委：创新“红旗榜”，优化基层考评机制

★团连云港市灌云县委：“四字”工作法推进基层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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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稳步推进“智慧团建”系统建设。团省委把“智慧

团建”系统建设作为团的基层建设，特别是摸清家底的“助推器”。

通过完善系统内团组织、团干部、团员的信息录入，团省委能够

准确把握全省各级团组织的组织设置、行业分布、团员分布具体

情况。今年 3 月—5 月，重点聚焦全省学校领域全面摸排，通过

高校、职业院校、中学等逐个对照摸排；与教育部门充分沟通，

结合教统核团统等形式，近三个月左右实现全省所有学校团组织

录入“智慧团建”系统，找回录入学生团员 20 余万。6 月份起，

按照团中央要求在全省布置开展“学社衔接”工作，重点围绕就

业、升学的学生团员进行团组织关系的转接。6 月—7 月，针对

“智慧团建”系统内团员少于 3 人，团组织覆盖为 0 的行业领域

进行全面摸排和整改；针对团支部团员 30 人以上的进行了梳理，

督促指导各基层团组织进行组织梳理设置。8 月份，针对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摸排；9 月份，针对城市社区、

农村、非公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全面摸排。截至目前，我省“智

慧团建”系统内录入基层团组织 20.6 万个、团员 468 万人，分

别较年初增长 5.3 万个、41 万人。

●团省委深化“积分入团”工作，把好入团质量关。今年以

来，团省委根据《江苏省初中学校“双积双评”积分入团工作实

施意见》，着力破解“把好入团质量关”这一重大课题。一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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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落细落实。建立市、县两级“双积双评”积分入团工作情况跟

踪反馈制度，推动所有初中学校结合实际制定细则办法、建立积

分登记制度、做好培训等工作。二是助力团队衔接。以“双积双

评”为抓手，推动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少先队大、中、小队活动，

进一步明确学校团工作流程，严格新团员发展标准。三是加强督

导考核。组织开展互检互学，实地调研 11 个设区市、220 余所

初中学校落实情况。四是开发程序系统。开发“积分入团”APP、

PC 系统，选择试点学校培训、测试，推动“双积双评”工作电

子化、可操作。

●团南京市委：推行工作指导手册，夯实团支部工作基础。

团南京市委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一切工作靠支部”的工作理

念，编制推行《南京市基层团组织工作指导手册》，让团干部明

确“干什么”、知道“怎么干”，推动支部工作上轨道、出项目，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充分调查研究，梳理基层现实问题。

扎实开展团情大调研和智慧团建录入工作，在摸清家底、掌握翔

实数据的基础上，对 9000多个团支部进行分类梳理，发放并回

收有效问卷 1513份，组织基层支部书记座谈会 12场，参与交流

310人次，综合找出薄弱环节。二是精心编制内容，针对性解决

痛点难点。针对基层组织生活不规范、团员教育缺失、团干部业

务能力不足、阵地缺失等问题，在指导手册中增加各项团务一图

读懂、工作标准台账列单、各级政策文件解读、团务知识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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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形成模块化的基础团务“指导工具箱”，让团工作的新手

和老手各取所需，同时便于后期持续更新。三是线上线下联动，

全面推广使用。召开全市基层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下跨一级对

区、街（镇）团干部培训解读手册使用方法。利用“青春南京”

新媒体矩阵广泛宣传，将指导手册的内容漫画化、拟人化。目前

已修订 2版，分发到 6000多个支部，接下来将实现全市基层团

支部全覆盖。四是挂钩评星定级，切实发挥作用。将指导手册纳

入市级“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评选的参考指标。

以指导手册落实情况作为基层团支部评星定级的重要参考，对于

软弱涣散团支部将予以通报批评，并由上级团干部重点结对帮

扶，切实改善基层工作效能层层衰减的现状。

●团盐城市委：实施“三大工程”，提升基层组织力。今年

以来，盐城团市委以团组织建设“提升年”工作为引领，大力实

施 “三大工程”建设，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实施“强基工

程”，持续强存量。针对全市 1200多个一、二星级团支部，制

定了“达标摘帽”工作方案，通过召开各类观摩比拼、现场推进、

定期抽查等活动，已实现全市 91%的团支部标准化建设。二是实

施“扩面工程”，着力补短板。以产业园区为重点，实施“一坚

持两聚焦三提升”工程，借助全市园区整合调整契机，健全完善

园区团组织架构，目前全市 34 个 4A级以上的园区已全部建成

团组织。开展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百日竞赛”，一个月内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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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350余家非公企业团组织。三是实施“提质工程”，全面强弱

项。积极引导各基层团组织摈弃完成任务式的组织生活固有模

式，把“三会两制一课”与党政中心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开展助

力脱贫攻坚、圆梦行动、创业大赛、团员青年看家乡等活动 1650

多场次，不断提升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团员青年参与率也比往常

提高了 30%。

●团淮安市淮安区委：创新“红旗榜”，优化基层考评机制。

进一步完善共青团工作激励考核机制，激发基层工作活力，团淮

安市淮安区委在全区团组织中实施“红旗榜”评定工作，为夯实

基层工作基础提供机制保障。一是明确考核内容，让“做什么”

更加清晰。根据年度重点工作制定详细工作细则，重点对各团组

织的基础建设、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志愿活动、创建典型等

27 项工作进行量化评比。在基层建设、常规工作、重点项目等

常规项目外，设置加分项目考核，并且不设得分上限，不断鼓励

基层团组织创新工作思路，自主开展工作。二是严格考核评定，

让“怎么评”更显科学。针对镇街和学校工作的差异性，实施分

类别考核，设置差异化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权重。各团组织根据细

则标准，分季度按照“基础积分”+“日常积分”+“附加积分”

+“挑战积分”进行申报，经团区委对相关台账资料审核后计入

“红旗榜”。变“一年一考”为“常态考核”，每季度核算，公

布“红旗榜”并发放红旗，全面掌握各团组织履职情况。三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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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果运用，让“怎么用”更有力度。每季度将考核评定及“红

旗榜”情况以书面形式进行通报，将红旗积分结果作为各项评先

评优工作依据。对于“红旗榜”年度考核排名前三位的团委书记，

推荐纳入组织部门后备干部人才库；对“红旗榜”考核排名末三

位的团组织书记进行约谈，同时不得参与党建和团建工作的评先

评优工作。目前已发布 2 次榜单，约谈提醒团组织负责人 9 人，

对半年来在团委岗位不作为、不配合的 2 名团组织负责人建议所

在党组织予以调整，树立了抓好基层建设是本职、不抓就是失职

的鲜明导向。

●团连云港市灌云县委：“四字”工作法推进基层团建。今

年以来，连云港市灌云团县委坚持问题导向，运用“查、问、评、

帮”四字工作法，重点落实农村基层团建基础性工作，助力全县

基层组织的整顿规范。一是“查”，采取不打招呼、突击检查的

方式，直奔各乡镇基层团建工作相对薄弱的团组织。重点查“三

会两制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工作制度执行、团员信息名单

等基本情况，确保各项工作执行不打折扣。二是“问”，即围绕

预先了解的薄弱环节，采取随机提问、一对一询问等方式，询问

团建指导员、村干部和团干部，是否熟悉党建带团建相关知识，

是否熟知基层团建工作基础知识，特别是“三会两制一课”“双

述双评”等工作的有关要求，是否熟知村团员队伍基本情况。三

是“评”，即由督查组根据检查情况进行点评，现场指出问题和



— 8—

不足，对基层团建工作中出现常识性错误、责任落实不力的严肃

批评教育；对一些资料整理规范、人员组织到位、特色工作明显

的团组织予以表扬，通过典型引路，促进整体工作均衡推进。四

是“帮”，及时召开村级团干部培训班，针对发现问题，提升镇

村级团干部业务能力。制定印发团县委跟踪联系表，针对存在问

题，团县委全体人员分片定点联系，按照《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

有关要求，逐项逐个落实，确保全县基层组织的整顿规范能按期

完成。

报：任振鹤同志，尹卫东同志，省委改革办。

团中央书记处，团中央改革办。

送：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监察组。

各设区市党委分管领导同志。

团省委党组成员。

发：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设区市团委主要负责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