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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青团改革动态
第 13期

共青团江苏省委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10 月 30 日

编者按：团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部署共青团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提出全团动手、全线统筹，建立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塑造力的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格局的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

和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全团抓思想政治引

领”的要求，更加凝心聚力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为青年补足精神之“钙”，团结引导广大青年做勇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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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团省委“五化并举”推进“青年学习社”建设

★团省委“五个一”举措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团常州市委：为“青年骑手”量身打造“三份礼包”

★团泰州市委：建设青年身边“找得到”的信仰家园

★团苏州市姑苏区委：建设网约车驾驶员青春加油站

★团连云港市赣榆区委：挖掘红色资源，教育引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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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五化并举”推进“青年学习社”建设。为进一步

聚焦共青团工作的主责主业，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团省

委坚持标准化、特色化、分众化、平台化、规模化“五化并举”，

在全省广泛建立“青年学习社”。一是突出标准化。把“青年学

习社”打造为面向团员青年开展思想政治引领、深化理论学习、

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平台，组织青年明主题、学原文、悟经典、

学榜样、话初心、励前行，形成较为完整的学习闭环。二是突出

特色化。开展分享会、演讲会、团日活动等线下活动，创作精品

公开课、音频栏目、情景视频、微电影、动漫等线上文化产品，

打造“马克思主义青年说”“新时代青年说”“青年演说家”“同

读一本书”等学习品牌。三是突出分众化。建立科学的分层分类

学习体系，在大学生、中学生、青年职工、青年职业农民、青年

创业者、新兴青年群体中，因地制宜设立“青创学习社”“青苗

学习社”“青干学习社”“青农讲习所”“学生公开课”等子品

牌。四是突出平台化。依托“青年之家”“苏青 C 空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型互联网公司等青年集聚地，建设“青年学

习社”实体化阵地和网络学习平台。组建师资团队，成立研究会，

为“青年学习社”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五是突出规模化。逐步将

“青年学习社”建到团委或团总支（支部）上，重点打造示范型

学习社。推动高校团委把“青年学习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学生骨干培养、“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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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五个一”举措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引领。高校

是共青团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围绕高校青

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团省委重点做好“五个一”：一是开展一

项调研。开展全省高校大学生思想状况专题调研，面向 48 所高

校，发放 2.6 万份调查问卷，访谈 450 名大学生，形成真实客观

的调研报告，有效摸清青年学生思想状况“底数”。二是上好一

堂课。深化实施“信仰公开课”计划，今年上半年全省各高校累

计开展公开课 5.9 万余场，覆盖百万在校大学生。三是推行一项

制度。建立全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直接联系制度，团省委书记室

成员及机关各部门分别联系 2 所省部属高校，完成对 68 所省部

属高校第一轮挂点联系工作。及时关注在校学生思想意识动态，

今年以来有效引导处置高校团学舆情 66 件。四是推进一项行动。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青年大学习”，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支部、进社团、进网络、进团课。五是建

设一批“青智库”。在 12 所高校建设新思想“青智库”，邀请

思政专家担任研究员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联合省教育厅

开展年度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专项课题研究。

●团常州市委：为“青年骑手”量身打造“三份礼包”。团

常州市委开展针对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专项调研发现，“骑

手”们的职业保障并没有伴随他们的事业一同进入“快车道”：

有 62.84%的青年骑手渴望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57.61%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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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骑手关注身心健康和安全保障，此外，婚恋交友、房屋居住、

子女抚养等问题都是他们事业发展中遭遇的痛点。因此，团常

州市委从青年需求出发，整合本单位组织、宣传、社会联络等

多部门工作力量，从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新兴青年引领凝聚

等多个维度设计谋划工作，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青年骑手

创设“骑手节”，送上学习发展、平安骑行、社会融入“三份

礼包”。通过建设“骑行学习社”、评选骑行榜样、推动职业

学习等举措，帮助青年骑手悟经典、学榜样、话初心、励前行，

不忘初心跟党走、岗位建功新时代。整合多部门资源，开展交

通出行增能、免费体检升级、车辆义务检修、心理压力缓解、

婚恋交流服务等，拉近共青团与新兴青年的心理距离。创新团

组织覆盖方式，按照“勤走访深调研”找准痛点、“搭平台强

服务”深化联系、“建组织推覆盖”激发活力的工作步骤，全

市新建了 10 余家快递、外卖企业团组织，并探索建设青年骑

手联盟和骑手团建联合体，逐步梳理出一套联系服务、组织覆

盖、导入资源、强化纽带的工作机制，实现对新兴青年的组织

覆盖和思想引领建设。

●团泰州市委：建设青年身边“找得到”的信仰家园。团泰

州市委重点打造一“馆”一“院”一“社”一“堂”，采取市级

层面建旗舰示范店，市（区）、高校建标准品牌分店，乡镇（街

道）实施具体项目的方式，将精神信仰家园建到青年身边。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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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全国首家党团队一体化组织教育馆，吸引 200多批次青

少年参与活动。一“院”——建成泰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学院

泰州学院、税务、卫健、消防救援支队、医药高新区等 5 家分院，

举办马克思主义•青年说活动 21场。一“社”——建成青年学习

社 192 家，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实践活动 633场，

吸纳青年党员、团员 2 万人次参加。一“堂”——举办青年先锋

讲堂 9 场，500 余人次团干部聆听青年榜样分享。此外，注重线

下交流阵地与线上学习平台相结合，全市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

功新时代”特色主题团日活动 260 多场，30 余万人次参与青年

大学习线上学习。

●团苏州市姑苏区委：建设网约车驾驶员青春加油站。为联

系凝聚和组织服务区域内网约车驾驶员青年群体，团苏州市姑苏

区委在对区域内 1523 名专职网约车驾驶员走访调研时，发现此

类青年群体普遍存在休息时间较少、工作强度很大、生活圈子较

窄、文化水平不高、社会认同感不强等特征。据此，团苏州市姑

苏区委从解决网约车驾驶员在城区停车难、如厕难、休息难等实

际问题入手，在网约车驾驶员集聚的核心区域建立网约车驾驶员

青春加油站（学习社）总部，设有“燃料补给站”“信仰停车场”

“思想充电桩”“团史导航仪”“爱心后备箱”等五个功能区。

在提供休息服务的基础上，逐步融入积分管理、分组学习和评比

奖励三项机制，建立起以学习专辑、多媒体阅读与声音阅读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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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立体化学习服务；引入具有文艺专长的青年社会组织，将党

团的最新精神内涵和理论成果改编成相声、话剧、小品等进行宣

传演出；组织网约车驾驶员用半天时间“告别汽车”，以徒步的

形式走访历史古迹、名人故居、革命旧址等，体验苏州城市文化，

接受理想信念熏陶。通过融入思想引领、学习阅读、志愿服务、

社交活动等功能，打造共青团组织联系、服务、引导网约车驾驶

员此类青年群体的重要载体。

●团连云港市赣榆区委：挖掘红色资源，教育引领青年。赣

榆区是抗战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境内有抗日山、青口十

八勇士纪念馆、小沙东海战遗址、刘少奇故居等，团赣榆区委充

分挖掘红色资源，作为教育引领青年的重要抓手。一是讲好红色

故事。组建赣榆区红色故事宣讲团，包括党史专家、中学老师、

主持人、城管队员等各行业 30 余人，将电视纪录片《抗日山》

《赣榆战役》等作为团支部学习的重要素材，深入基层团支部进

行宣讲 50 余场。组建百名红色景区志愿小讲解员，利用周末节

假日为游客讲解红色故事，既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也成为景

区的一道靓丽风景。二是建好红色阵地。结合区内抗日山、青口

十八勇士、小沙东等红色教育基地重点打造区级示范型学习社，

以点带面做好青年学习社建设，今年以来，策划和组织主题红色

教育活动 20 余场。三是寻访红色事迹。坚持组织开展少先队员

寻访红领巾水库、抗战老兵、刘少奇故居大树村等活动，传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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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的革命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清明期间，组织 1400 余

名团员青年赴抗日山、青口十八勇士纪念馆等地开展主题团日活

动。通过深入挖掘利用区内红色资源，不断开创全区青少年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新局面。

报：任振鹤同志，陈星莺同志，尹卫东同志，王思源同志。

团中央书记处，团中央改革办，省委改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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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