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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青年、服务青年始终是
上海共青团的焦点所在。徐未
晚代表表示，“如果说去年是让
青年‘遇见’共青团，那么今年可
以叫作‘2017，团在一起’，要让
青年更融入共青团。”把更多的
触角伸到青年中去，是今年工作
的重中之重。

怎么让基层团组织这样的
“神经末梢”活跃起来？她透露，
首先要把更多的资源向基层倾
斜，可以让一线团支部有更多机
会参与重要工作项目。其次是要
加强对基层团干部的培训。今年
团干部的培训将更注重实务培
训。结合团校改革，会设计一系
列课程培养团干部的群众工作能
力。“包括演说能力、新媒体工作
能力、活动策划能力、心理疏导能

力等等。怎么走到青少年身边，
让他把你当朋友，这是门很重要
的课程。要让基层团干部能够主
动站到青年的舞台上去。”

如何让青年更有获得感？
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努力带
动普通青年对共青团的工作更
有感。从“遇见共青团”到今年
的“2017，团在一起”，如果说去
年是邂逅，那今年就是融入。

徐未晚代表说，这一工作要
靠很多块面的支持。一个就是
青年中心的建设，这也是共青团
一个主要的社会化青年阵地。
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建成729家
青年中心，今年要达到1000家。
她表示，青年中心面上的覆盖很
快，接下来就是要提高质量。“现
在大家对它的品牌知晓度还不

够，实际上青年中心已经成为青
年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接
下来要考虑怎么让它的功能变
得更丰富。比如增加公益性，提
高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等。”

同时要推动网上共青团建
设，打造“互联网+”共青团。一
个可喜的消息是，目前全市156
万团员，其中127万团员已经参
与到电子团务平台中。“互联
网+”共青团的方式，可以让青年
用触手可及的方式与共青团在
一起。

当然也少不了团干部与青
年的面对面，全团要走到基层
去。所有团干部“1+100”，成能
级式地去和青年面对面。“让他
们跟我们一起工作，通过这样的
方式感受共青团。”

市人大代表、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关注“青少年发展数据监测与共享体系”

大数据时代汇聚更多“青春数据”
每年两会，总是不乏青春的声音。代表“青春上海”的共青团，也总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视角。记者昨天专访市人大

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她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可否在统计数据时做出一个小小的举动
——增加“青年”字段，让反映青年状态的数据为上海青少年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谈到共青团工作时，她表示，今年上海
共青团将进一步深化改革，让青年更有获得感——去年是“遇见”共青团，今年能够“团在一起”。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今年共青团还有一项重要
任务——从严治团。

纵向将分三个层次。一是
团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针对
社会反映的作风浮夸、官本位、
功利化、不接地气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加强各级团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考虑推出用团员评议
的方式来评价考核团干部。“如
果团员普遍不满意，这样的干部
就考虑要直接免职。保证团的
干部队伍能风清气正。”徐未晚
代表表示。

第二个层面是团员，加强团
员的先进性。要针对广大团员
青年，严把入口关。对于入团人
数今年将在数量规模上控制，最
终是要提高入团质量。什么样
的团员能入团？今年将会出台
相关制度和规范。此外，团员也

要从严开展团内组织生活，让团
员有组织身份感。

第三个层面是团的组织建
设。在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尚没
有团组织的，要建立团组织。在
团建方面则要有创新，在新形势
下可以鼓励基层用灵活建团的
方式，如用互联网方式来建团。

“比如有些企业有外派、跟项目
走的，团员青年很难聚集在一
起，要建立适应这样的工作方
式，比如利用QQ群、微信群来开
展团的生活。”

横向也有几个标准，包括思
想建团、制度管团、纪律治团和作
风强团等。徐未晚表示，今年是

“十九大”召开的一年，共青团是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今年全团要坚决
落实从严治党、从严治团的任务，
以良好的风貌喜迎“十九大”。

这次“两会”期间，徐未晚代表
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设“十三
五”上海青少年发展数据监测与共
享体系》的书面意见。“我们建议政
府有关部门在统计数据时可以把青
年作为一个单独的字段提炼出来。”

她告诉记者，上海有820万
16-35岁的青年，他们是未来推
动城市发展的生力军，科学了解
和分析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状态，对于未来五年的上海城市
规划也具有重要意义。去年，上
海发布了“十三五”青少年发展规
划，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有
一些却很难落地，主要原因就在
于对这些发展指标的分析和研究
还不够科学合理。“我们发现，职
能部门很少会将青年这样的字段
单列出来进行统计。”

因为没有单独统计，青少年
相关的发展数据采集的针对性、
系统性、科学性、兼容性均不
足。各部门缺乏完整统一的指
标体系，有的指标设计过于原则
概括，有的针对性不足，在发现

问题、分析原因、反映需求方面
的功能偏弱。如青年身体健康
相关的指标数据，现有两个指标
都是针对学生群体，对占相当比
重的职业青年群体无相应的指
标设计。又比如在创新能力方
面，也缺乏针对青少年年龄段的
指标获取途径。高校、科学研究
与技术开发机构中青年科技人
员数量之类的指标数据、创业者
中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指标
数据等都很模糊。

“如果能有一个单独的青年
人字段，统计后的数据就很清楚，
可以帮助了解青年人的生活工作
学习，对于未来制定规划更有帮
助。比如青年喜欢参与什么体育
活动，需要什么样的体育设施？如
何布点？再比如，青年致力于从事
怎样的创业领域，如何进一步加大
和提高创业带动就业的质量，这些
规划都需要数据的支撑。”

徐未晚代表建议，上海可以
尝试在“十三五”期间建立青少
年发展数据监测与共享体系。

充分发挥青少年联席工作会议
制度的作用，在原有的政府统计
序列中增加青少年年龄监测字
段，突破监测盲点，建立青少年
发展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摸清青
少年发展的各类数据指标，为实
施青少年发展规划和推出青年
政策提供更有效的数据支撑，促
进上海青少年发展的每一项举
措在推进中更加“心中有数”。

“就好比青年平均学历的指标，
‘十二五’时期有相关指标‘主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为20-59
岁，与青少年14-35周岁相去甚
远，建议可以增设类似‘在职青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或是在职青
年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
比重’之类的指标数据。”

“这只是有关部门工作的一个
小小改进，也是大数据时代对我们
的一个启发，可以帮助政府了解我
们的服务群体，汇聚更多更全的

‘青春数据’，让数据绽放力量，服
务青少年成长。”徐未晚代表表示。

让青年更有获得感，给予青
年更贴心的服务自然也少不
了。比如备受欢迎的爱心暑托
班，去年服务了全市4万有需求
的青少年，今年的服务人群希望
能扩大到6万人。在扩大暑托班
服务规模的同时，也将在质量上
动脑筋，尽量满足暑假期间更多
家长的个性化需求，让家长和青
少年可以多一些选择。

徐未晚代表还透露，在爱心
暑托班的基础上，目前团市委也
在考虑借用这一运作模式，尝试
在有条件的区推出一两个4点半

以后的晚托服务。“挑战还是比较
大的，场地、志愿者、服务内容，都
和暑托班的要求有所不同。”她表
示，届时可能考虑让全市729家青
年中心也参与进来。“青年中心既
有场地，也比较安全，如果有一部
分愿意承担晚托功能，我们调动
资源的能力就强了。”

针对青年的就业创业，团市
委的工作将更注重创业素养的培
育和就业观念的引导。在创业方
面，可以挖掘一些引领示范人
物。“高校团委可以通过第二课堂
让大学生早点了解创业；到了社

会上我们有创业学院，各级区县
团组织也能提供各类创业社会组
织扶持，让创业大学生毕业后也
能找到团组织，在团内有衔接。”

徐未晚代表透露，今年团市
委将更关注在岗位上的青年人才、
青年岗位能手的发掘。“今年青联
会成立青科协。希望通过树立一
些立足岗位的典型，鼓励和引导
大部分年轻人投身于国家战略性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中来。从
就业观念上进行引导，让更多青
少年把这些被誉为‘大国重器’的
青年骨干视为崇拜的偶像。”

建议统计数据时单独增加“青少年”字段

青年中心达到1000家，让青年“团在一起”

爱心暑托班扩大覆盖面，考虑推出晚托班

控制入团人数，提高入团质量

市人大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青春数据

团聚青年

贴心服务

从严治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