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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回应境外青年的“十万个为什么”为对口支援地区青年 输出“带得走”的智力资源

青年你来我往 感受上海故事 携手共话发展

除了境外合作交流外，上海共青
团援疆、援藏等精准扶贫的工作也是
团市委合作交流部的工作要点。在团
市委合作交流部的同事们看来，团口
精准扶贫工作中，既需要输血，还需

“造血”。
“我在挂职期间感受最为深刻的

是上海速度与上海创新。”加依娜古丽
2017年从新疆阿勒泰到上海团市委
挂职。接待第二届“上合组织青年交
流营”团队时，她用“前所未有的体验”
形容在沪高强度工作经历与所学
所获。

前期配合团中央落地在沪活动
安排，她在活动当天更是“连轴转”。
为保障活动衔接顺畅，早上6点半她
便与同事到场协力接待200余人的交
流团。加依娜古丽说，挂职的半年
内，她经历了不少类似的锻炼。在这
个过程中除了学习到高效率沟通技
巧外，她还实地学习到了创业孵化

“精髓”。
平时加依娜古丽需要陪同各国

交流团参观在沪创业孵化基地。看
得多了，她也总结出了扶植青年创业
成功的几个要素。加讨论、给指导、
放资源……这些经验型的“干货”也
随着她挂职结束，带回到美丽的阿
勒泰。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加依娜古丽只
是每年到沪挂职民族地区优秀年轻干
部中的1/15。每年共有10-15名来自
西藏、新疆、宁夏等地区的挂职干部会
到团市委机关或者基层团组织就职。
此外，按照团中央和教育部有关要求，
共有12位来自高校的优秀团干部赴新
疆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挂职，为当地
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切身感受群团改革

的变化，也在挂职锻炼中总结“带得走”
的经验。

挂职干部到沪学习是“造血”的
一个途径。在另一层面上，对口支援
服务上还需要着力发挥上海青年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红利，引导支持更
多的公益项目、资源和人才注入对口
支援工作体系，形成全社会关注青少
年对口支援工作的局面。目前，上海
共组织8批次360余名对口支援地区
团干部和青年人才来沪培训，内容涉
及青年工作、少先队工作和创业创新
等多个领域。

除了在团干部工作上多方支援，
东西部地区青少年交往也通过“手拉
手”活动不断深化。2017年，团市委
共组织上海7个区36万名队员与新疆
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7个区县30万
名队员书信手拉手，共发出结对信件
22万余封，有力促进两地少年儿童情
感交流与民族团结意识培养。开展

“沪喀手拉手夏令营”、“上海-日喀则
中学中职学生手拉手交流营”、“沪滇
手拉手夏令营”等交流活动，邀请西部
地区民族青少年来沪交流 10 批次
1200余人。团市委副书记刘伟强调，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要
进一步发挥好青联、青企协等社会团
体的作用，使扶贫工作更加有力，更加
精准。

记者了解到，“西部计划”和“援滇
接力”是上海青年志愿者对口援助工
作的传统品牌项目。2014年至2017
年，经过全市高校选拔，500余名有志
青年踏上服务西部的征程。同期，有
60余名在职青年前往云南省文山、红
河、迪庆、怒江及普洱等州市开展医疗
卫生、基础教育、农技推广等方面的志
愿服务。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大数据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大数据】】

青少年对口支援工作，开
展各类援助项目共计5353

个，投
入资金近60

00600
0万元。

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为
云南、青

海、四
川、宁

夏等地26
00260
0余名贫困青少年捐助助学款25

7257
万元。

“沪喀手拉手夏令营”、“
上海-日

喀则中学中职学生手拉手交流营”、“
沪滇手拉手夏令营”等

交流活

动，邀
请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来沪交流1010

批次12
00120
0余人。

组织日喀则创业讲师团、云
南社会工作讲师团、喀

什少先队工作专家团、喀
什青年创业辅导团

等团队赴西部地区开展77次青少年工作培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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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服
务西部征程。

“上海有共享单车，香港还没有。
如果我们能将其推介到香港，应该很
有前景吧？”参与“明日领袖”计划的香
港大学生一边走在上海街头，一边和
同行“小伙伴”们讨论着“创业热点”。

2017年，376名香港大学生通过
“明日领袖”计划、“共创系列”大学生
暑期实习项目来沪，走进157家企业
进行为期6-8周的实习。这些香港大
学生在实习之余，深入了解、体验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生活。

这一项目实行的背后凝聚着沪港
经济发展协会、沪港青年会、香港青年
联会、和富社会企业、未来之星同学会
和香港艺术文化中心与团市委的通
力合作。“从1999年开始，沪港青年
交流一直吸引着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青年企业家及各界优秀青年参
与。自2011年起，我们想将合作交
流‘年轻化’，通过多地交流，培养明
日领袖。”市青联委员、沪港青年大
学生实习项目策划人、沪港青年会
前任主席麦德铨在接受青年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一“大手牵小手”的
互动交流模式还将继续推进。

麦德铨说的“大手”指的是沪
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这一论

坛由上海市青联和香港青联组织，于
1999年联合发起，并不断地发展。近
年来，澳门的青年组织、台湾地区的青
年社团也一同参与其中。在2017沪
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上，来自上海、
香港、澳门和台北地区近200名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及各界优秀
青年代表以“卓越的城市、创新的青
年”为主题，共商沪、港、澳、台四地的
青年合作。

“希望借助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
论坛，港澳地区追求卓越、勇于开拓、
致力创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上海新一
轮改革发展，与上海的青年共同‘走出
去’，在国际市场上大展身手，以实际
行动助推‘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
实践，并在推动沪港澳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中，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
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施小琳在2017
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上的寄语已
在逐步转化为项目。记者了解到，
2018年预计将开展沪港、沪澳、沪台
青年组织，青年企业家活动等数十个
青年交流项目，参加“两岸青年峰会”，
深化四地青少年的相互了解与互动，
增进青年友谊。

19年沪港澳论坛积累
“大手牵小手”带动青年交流

沪港澳三地联动

培养对口支援地区青年干部成长
输送“带得走”的智力资源

对接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