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静安区诞生了上海首家社会组织团工
委，创下多个先试先行的“第一”。如今，这个草根组
织的“娘家”迎来了百日。在这百日成长中，这个特别
的“青年之家”如何加强社会组织青年互动交流、探索
发挥共青团在社会组织中的凝聚引领作用？青年报
记者对此展开深入探访。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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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未来社会组织
团工委能服务所有在静安注册的社
会组织中的团员青年。他们也可以
竞选团工委的委员和班子成员。”据
静安团区委书记陈力透露，目前团
区委正在与区民政局沟通，未来每
一个新建的社会组织法人会拿到一
份团建指导手册，得到区级团组织
的联系方式，同时当民政局和新建
社会组织法人约谈时，将把团建意
识提前植入到新成立的社会组织
中，鼓励机构的青年人提前到团组
织报到，希望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发
展有帮助。

区社会组织团工委书记孙琳还
告诉青年报记者，未来还将重点做
好社会组织青年需求调研，打造“社
会组织青年×”系列活动，包括开展
社会组织青年交友活动、社会组织
青年进外企、进国企参访交流活动，

尝试推进“乐活青春”、“午间一小
时”等服务项目延伸至社会组织，有
效融合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青春
朝气。

值得一提的是，区社会组织团
工委还将目光聚焦到社会组织一线
和中层青年队伍的建设上。“我们希
望能够打造社会组织青年人才的孵
化器，发挥共青团的人才培育功
能。”据透露，团工委将开展为期一
年的“我在静安社会组织成长”——
社会组织青年人才培育系列课程，
课程包括口才表达提升、拓展公益
视野讲座、大咖分享公益之路、外出
学习考察等，“由此激发社会组织青
年肯定自身价值，培育更多草根团
员、挖掘具备潜力的中层青年人才，
弥补社会组织人才培育的断层现
象，助推社会组织一线青年从业队
伍稳定扩大。”

首家社会组织团工委“诞生”百日
静安为社会组织建“青年之家”培育中层骨干担任“娘家掌门人”

从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的黄小
姐选择了投身公益，在静安区的一家
社会组织负责项目运营，但从业一年
来，她却开始感到迷茫，“团组织活
动、工会福利、妇联关怀……对于我
们很多在社会组织工作的小伙伴来
说，这些只是‘别人家的单位’才有的
福利。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无法和外
人说清楚自己是做什么的，更谈何归
属。”

缺乏归属感，一直是草根社会组
织成长中的一个痛点。很多社会组
织的体量很小，所以机构中几乎处于
工会、团委、妇联“三无”的“真空”状
态，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青睐
公益行业，“缺乏组织联系”的问题愈
发突显。

这些在组织关系上处于“流动”
状态，且未满28岁的青年人被称为

“袋袋团员”，他们离开学校后进入新
单位，如果这个单位没有团组织，就
会碰到无人负责组织关系接续的问
题，也就相当于悄无声息地和团组织
失去了联系。

“我们一直说，哪里有青年，哪里

就有团组织。青年有困难，肯定是和
组织反映。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
这些断掉的网络重新链接起来。”静
安团区委服务和权益保护部部长周
婷说。

于是，早在今年3月，静安团区
委拟成立区社会组织团工委，并成
立筹备工作组。前期，筹备工作组
一是专门向团市委组织部、团市委
社会工作部，区社建办、区民政局，
区社联会等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汇
报，得到了团市委及区相关部门、领
导的大力支持。同时，筹备工作组
还对静安区40余家具有代表性的青
年社会组织开展调研，排摸社会组
织青年发展现状和工作特点，形成
《静安区青年社会组织调研报告》。

该报告显示，现在静安全区共有
900多家社会组织，其中有21家的业
务主管和行业主管单位是静安团区
委。仅这21家核心社会组织中，35
周岁以下的青年就占到100多个，其
中 28 周岁以下团员占到 60%左右。

“我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静安
团区委副书记吴佳妮说。

“今后，静安的社会组织青年伙
伴们将有一个‘娘家’，多一份属于团
组织的归属感，感受立志从事社会组
织工作的坚定力量！”在经过周密的
筹备后，今年6月，静安区社会组织
团工委正式成立，《给静安区社会组
织青年伙伴的一封信》更是“刷爆”了
区里各家社会组织的“朋友圈”。

成立之后，区社会组织团工委立
刻行动，在7月结合线上联系社会组
织、线下走访、对接各街（镇）团工委
和街（镇）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多种形
式，排摸了区里932家社会组织中的
团员分布情况，先后在18家社会组
织中成立团支部，覆盖了256位团员

青年。“这其中，包括上海众谷公益青
年发展中心等8家团属社会组织团
支部，静安区社区服务协会等5家非
团属社会组织团支部，还联系覆盖上
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等4家社会组
织团支部，此外，将散落在各社会组
织的11名团员纳入团组织队伍，成
立社会组织联合团支部。”区社会组
织团工委书记孙琳告诉青年报记者，
在这些新成立的团支部中，党员青年
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占30%，团支书中
担任社会组织项目主管及以上职务
的占55%，“在开展社会组织团组织
覆盖工作中，社会组织的中层骨干力
量涌现了出来。”

这个社会组织的温馨平台搭建
起来后，思想引领、团员服务双管齐
下，“一方面，我们围绕‘一学一做’开
展各类学习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通
过搭建平台，为更多社会组织青年伙
伴提供推介机构，表达自我的舞台。”
8月初，区社会组织团工委成员和新
成立的18家团支部书记赴上海青年
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上海橘子树
传统文化交流中心、上海新活力公益
发展中心等青年社会组织开展交流，
跨区对话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紧接着，部分成员又参与到常州团市
委和青年社会组织交流座谈会，跨省
市宣传交流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团组
织建设。

孙琳告诉青年报记者，区社会组
织团工委提供给广大青年社会组织
的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人才
培育项目，为充满热情、满怀朝气的
青年公益人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空间，为更多一线社会组织青年工作
者提供阶梯式成长路径。

其次是交流互动平台，提供信
息对接、资源共享等方面服务，携
手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优势，着力提
升 青 年 社 会 组 织 的 自 我 运 转 能
力。同时，还开展丰富的社会组织
青年主题团日活动，以论坛沙龙、
体育文艺、交友等多种形式，发挥
团组织联系社会组织青年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

重拾失散“袋袋”团员
在社会组织中建“青年之家”

18家社会组织团支部相继成立
中层骨干担任“娘家掌门人”

搭建社会组织交流平台
思想引领、团员服务双管齐下

聚焦一线和中层青年队伍建设
弥补社会组织人才培育断层

区社会组织团工委为一线社会组织青年工作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本版受访者供图

青年公益人有更多机会参与丰富的社会组织青年主题团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