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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部门、政法单位、群
团组织、中央在沪单位……目前上海
市市级机关团工委联系服务市级机
关系统64家单位的团组织。上海市
市级机关团工委书记冯艳直言，思想
教育引领是机关共青团工作的“核心
业务”。

借着群团改革的东风，市级机
关团工委除了理顺系统归口管理关
系、扩大团工委委员会中基层青年
的比例、规范团工委委员会的建设
等举措外，在青年思想引领方面，也
从原来单一的报告会、培训班创新
出了新形式。

在五四期间开展“红色征程青春
记忆”定向赛、健身跑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实地寻访活动就是团工委开
展思想教育的一大创新，利用上海红
色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国史、党史、团
史的教育主题融入文体活动中。

外高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查验

科的青年郭京杰就连续两年参加了
定向活动。今年的定向赛以龙华烈
士陵园为起点，一路前往四行仓库、
党的一大、二大会址等5个任务点，
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学习党史的相关
知识。

这是郭京杰第一次去党的二大
会址，任务也让他印象深刻，要求他
们小组6人简单排练红色影视剧的
片段，“我们演了半分钟的《开国大
典》。比起传统的交流座谈，这样形
式活泼的活动我们更乐于参与。”

“参与度的确显著提高，300人
的定向赛一下就报满了。”冯艳在肯
定的同时也坦言，在教育效果上，定
向活动可能不如专题报告会深入、
透彻，但它为青年提供了了解党史
国史的契机，“一旦激发了个人兴
趣，由被动到主动，青年更容易深入
学习。”

据悉，今年市级机关系统十余家

单位党团组织策划开展了纪念建党
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红
色主题的寻访、定向、自行车骑行等
活动十几场次，覆盖青年逾千人，让
青年人通过自己的脚步体会党团前
进的光辉历程。

青年喜欢新媒体，市级机关团工
委及下属单位团组织近年来先后举
办“我的青春故事”微电影大赛、MV
创作大赛等活动，吸引青年创作了百
余部作品。郭京杰也参与过微电影
的拍摄，他们把自身工作和青年情感
相结合，拍摄了一部时长四五分钟的
微电影《检爱》，受到了本单位青年人
的喜爱。

今年，团工委还联合市级机关工
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和基层单位团组
织，尝试制作了“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内容的系列微课，通过微信平台让
一线青年实现理论随时学、学得进、
记得住。

上海市市级机关团工委：活动、组织、机制创新服务机关青年

搭平台聚人才 让更多青年得益
“红色征程”定向赛、微

电影大赛、“两学一做”微课
……许多青年喜欢的活动
形式被上海市市级机关团
工委纳入各项活动中。

群团改革之后，市级
机关团工委除了创新形式进行思想引领
外，在组织设置模式和工作机制上也有新
的尝试，比如，在市级机关团工委联系的市
检察院首次设立青工委，在上海海关单身
青年公寓成立自管会。

一系列的创新探索，让共青团工作走
近更多机关青年。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工作机制创新

单身公寓设
自管会自我管理

今年，上海海关单身青年公寓多
了一个自管组织——上海海关单身
公寓青年中心及其管委会，联系服务
海关在金桥和张江两处单身青年公
寓的近300名青年。

其实是否需要成立一个组织进
行自我管理，海关团委也进行过线上
线下调研。填写过《单身公寓建立青
年自我管理组织的网络调查》的青年
有 170 名，占入住青年总人数的
65%。其中，63.1%的受访青年表示

“有必要在单身公寓建立青年自管组
织”。青年们反馈希望自管组织能够
在“收集在住青年的意见建议，及时
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搭建在住
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等方面发挥作用。

今年年初，上海海关团委成立青
年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上海外高桥
港区海关的一名青年，去年入住金桥
的刘龙霞被推选为自管会的会长，
14名青年当选管委会委员，为在住
青年提供服务。

为金桥的公寓安装纱窗成为今
夏自管会为青年解决的一件大实事。
入夏后，刘龙霞陆续收到青年“安装纱
窗”的需求。他们在公寓里做了调查，
100多个房间，超过90间要求安装，其
余的青年表示“若安装也接受”。自管
会统一将要求写成书面报告，反馈到
单身公寓领导小组，需求很快得到落
实。“青年有问题就会想到我们，除了
加深他们对单位的认可，也加强了共
青团在他们脑中的印象。”

自发的工作机制也在组织活动
中发挥作用。刘龙霞介绍，他们与海
关各单位团组织合作，每月推出一期
沙龙活动。

上海海关团委表示，自管会是一
种探索，下一步他们还将在实践总结
中优化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而这样的工作机制也给冯艳提
供了新思路。冯艳发现，工作时，青
年聚集常以楼宇为单位，楼宇间可以
形成类似自我服务联盟，用活相互间
的资源，进行自我服务，“下一步我们
计划整合现有资源，让青年自发组
织，定期举办活动，以此自我服务。”
冯艳说道。

从今年5月起，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团委书记楼俊多了一个新身份
——上海检察机关青年工作委员会
主任。这是全市市级机关层面成立
的首个青工委，服务范围覆盖全市检
察机关所有40周岁以下青年2000余
名。第一届青工委委员会由50名青
年组成，他们来自市院、3家分院、17
家基层院（包括上海铁检院）的团委
和基层优秀青年。

最近，楼俊在和委员们开会，走
访调研，他们将推出“检察青年人才
培养工作方案”。这也是成立青工委
的初衷：将青工委定位于为检察机关
的人才发现瞭望台、人才锻炼大熔
炉、人才储备集聚池。

“检察机关各级团组织每年都会
为青年举办不少活动，成立青工委并
不仅是增加活动频次，而是建立制度
平台，挖掘培养人才。”楼俊说道。

就如他们正在走访调研的人才
培养工作方案，青工委的青年想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通过走访各个院、与
青年开座谈会的形式，对不同工作年

限青年干警提出的学习愿望、发展期
许、困惑顾虑等进行分析，针对性制
定阶段性成长计划、职业规划、教育
培训计划，“比如新进干警入院工作
后，从融入检察文化开始，直到成长
为能独挡一面的检察官，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能通过制度性安排，采用导
师一对一带教、列席重要会议、带头
课题研究、基层挂职锻炼等针对性培
养措施，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在青工委成立后开展的读书会
活动，也在挖掘人才方面下了不少
工夫。读书会分线上、线下活动。
每月举行一至二次沙龙，介绍文学
作品、话剧欣赏，甚至可以介绍一张
印象深刻的照片及背后的故事，活
动通过新建立的微信公众号“青春
检影”发布。

而线上则通过“青春检影”推送
检察青年的自发投稿，每周五会推送
书单和书评，这一平台让机关发现了
一批思想性强、文采佳的青年，“而他
们可能平时默默无闻，通过文字展现
了自己的特点。”

如今青工委成立已经五个多月，
在不断完善自身组织架构的同时，楼
俊和青工委委员也在思考下一步的
方向，如何在发现、培养和锻炼人才
方面与职能部门有效协作，既充分发
挥组织青年优势，提升“话语权”，又
不越位，如何将各个基层院的好做法
总结推广，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检察机关试点成立青工委是为
了将服务的青年人群从28岁以下扩
展到40岁以下，“队伍结构一直在变
化，各级院的团员人数越来越少，但
40 岁以下青年占到总人数的 53%。
成立青工委也为了服务更多的青
年。”楼俊说道。

而这一问题在市级机关普遍存
在，“按照共青团服务 28 岁以下团
员，市级机关符合要求的青年只有1
万余名，然而35岁以下青年则达到3
万余名，尝试设立青工委这一新的组
织设置，也是延伸团组织的服务，让
更多青年得益。”冯艳表示，“等首个
青工委总结出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在
市级机关团口进行推广。”

活动内容创新

定向、微电影、微课创新活动引领青年

组织设置创新

首设青工委为挖掘人才提供平台

检察机关青工委委员专题培训班，大家在做交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