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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合越山海
前赴后继续写西部故事

三年前的七月，来自同济大
学的2021届西部计划志愿者潘
盼乘着火车一路向西来到了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
市十二团——一个离塔克拉玛
干沙漠很近的团场。不管是档
案、财务、公文、人大、资产管理
等党政办本职工作，还是团史讲
解、春晚主持、朗诵跳舞这些从
未接触过的活动，她都认真去学
去做。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她
利用法学专业主动为团镇群众
普法，为人大代表培训，为团镇
法治政府建设建言献策。同样
出生在西部的她深知乡村振兴
要从教育入手，为十二团中学和
母校架起爱心桥梁来捐款捐物，
与同济大学法学院研五支部在

十二团中学开展优秀党员分享
会，为初三学子送上手写信，种
下一颗颗“同济天下”的种子。
潘盼说，“我只是在兵团短短奉
献了一年，但从兵团收获的成长
值得我用一生回味。”

从中共一大会址志愿者，再
到一名进博会“小叶子”，来自东
华大学的2022届西部计划志愿
者李雅琪在大学期间累积了
400多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临
近毕业季时对西部计划志愿者
产生了很大的向往。“于是我决
定要像他们一样，用一年的时
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2022
年的夏天，她前往重庆市璧山区
青杠街道，服务于街道的团工委
工作。让她记忆深刻的是辖区
内特殊儿童、青少年的帮扶工
作，“每一次的走访看到他们一
点点变好，都让我能感受到工作

的价值。”2022年8月，重庆发生
山火，虽然未能亲自参与到救火
队伍中，但她负责组织协调志愿
者，“在这场救火行动里，我看到
了志愿者的力量，点点星光汇聚
成了灿烂星河。”

情深天地宽
离孩子们的梦想更近一些

2018年8月，作为复旦大学
第20届研究生支教团的队员，
王正娴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市西吉县的三合中学支教。
带教的两个年级四个班级共有
103名学生，志愿者们历经九个
月完成了对所有学生的家访工
作，“这项工作放在城市可能不
算什么困难，打车、地铁、公交，
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到达目的
地。”王正娴介绍，在一年中将
近半年都在下雪的西北山区，

大家尝试过走山路，但因路途
过于遥远和崎岖而被迫放弃，
最终村里有位好心的司机师傅
每周末开车送他们去家访。“如
果说在学校教书，我们看到的
是当地学生的发展情况，那么
家访就是更加深入了解祖国西
部的人们生活日常，也正是这
种深入乡村、深入群众的契机，
让我更直观地理解了习近平总
书记提到的‘用脚步丈量祖国
大地’的重要性。”

“每一次与孩子们的对话交
流，都使我更加坚信，教育唯有
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才能真正
发挥其唤醒心灵、激发潜力、塑
造未来的伟大力量。”来自上海
外国语大学的第24届研究生支
教团志愿者周煜雯上一年在云
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支教。她穿
过羊肠小道，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家访活动，倾听孩子们及其家
长心底最真实的心声。周煜雯
除了帮助孩子们提升学习技能，
还带领学生创造性开展劳育、美
育等实践教育活动。周煜雯呼
吁，“如果你心中燃烧着教育公
平的梦想，加入西部计划吧！和
我们一起用青春的足迹丈量西
部大地，用知识的烛光照亮希望
之路！”

据悉，本市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招募工作已于3月底
启动，志愿者可通过“西部志愿
汇”微信公众号或登录西部计划
官 方 网 站（http://xibu.youth.
cn）进行注册报名。已报名学生
将先后通过校内初试、市级复
试、体检筛查等环节进行层层选
拔，在完成以上环节后于7月中
下旬起，分批赴祖国中西部地区
开展1-3年的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宣讲会走进上海高校

一路向西 脚步丈量大地青春谱新篇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

部大开发新篇章。”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引发西部计划志愿者们的强

烈反响。青年怀壮志，志愿西部行。

今年是上海西部计划项目实施21周

年，至今已累计派遣青年志愿者

3335 名以实际行动践行“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去”的号召。4月29日，西部计划

上海项目办走进上海外国语大

学举办2024年上海市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市级招

募宣讲会，现场不仅有2024

年西部计划相关政策的专

业解读，更邀请了四位往届

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们参

与互动访谈，分享志愿服务

西部的宝贵经验。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与大学生分享志愿服务西部的宝贵经验。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青年就业：
按年龄分阶段引导服务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要求着力优化青年
施展才华的就业环境。团市委、
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市就业促进
中心联合课题组利用 2013—
2023年全市就业参保登记大数
据资源，结合抽样调查数据，对
上海就业青年进行专项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十年间来沪
登记就业的青年数量有些波动，
就业青年学历水平逐年提升，上
海人才政策成效不断显现、城市

发展活力日益增强；在沪登记就
业青年的平均月薪整体呈现稳
步上升趋势，来沪就业青年与沪
籍就业青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
小。

课题组引入职业生涯发展
理论提出，14-35岁青年处于生
涯发展五阶段中的探索、建立阶
段及细分时期，就业指导工作应
根据青年所处阶段时期的一般
发展特征、相应职业发展要求和
面临的就业困境挑战，给予针对
性的引导和服务。同时也建议，
针对14-17岁试探期的青年，要
推行生涯教育的学段覆盖；针对

18-21岁过渡期的青年，要增强
就业引导和服务；针对22-24岁
尝试期的青年，要多元协同扩大
就业容量，促进实现充分就业；针
对25-30岁稳定期的青年，要精
准强化就业服务和保障，实现就
业“提质增量”；针对31-35岁提
升期的青年，要完善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提升职业发展竞争力。

数字化：
助力青年工作转型发展

数字技术和应用正成为青
年成长成才的重要环境场域，也
是青年工作的重要场景空间。

《上海青年发展报告（2023）》专
门提出“数智时代青年工作数字
化转型之路”，尝试在理论上建
构模型，在实践上落地场景。

课题组认为，青年工作数字
化转型是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组成部分，覆盖青年工作领域的
感知了解、分析研判和行动场
景。对照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的“神经元-数字体征-城市
大脑”实践模型，课题组提出，可
通过构建语料库等方式、优化青
年数据的捕捉存储、生成“青年数
据探测神经元”，通过AI群体画像
等技术、提升分析研判效率、建立

“青年数字体征”，通过数智化平
台建设等方式、实现决策协同流
程升级、形成“青年工作大脑”。

课题组积极推进数字化场
景实践，除了探索青年研究的数
字化转型外，还创新青年服务的
数字化项目，设计开发的“上海
青年政策在线”平台于上海共青
团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主题
团日活动上正式发布，平台建立
专属语料库、引入大模型人工智
能算法，提供700多项政策的展
示、查询和智能问答功能，实现
上海青少年政策服务“有事就
查、有问就答”。

上海青年发展报告发布

为青年职业生涯发展五阶段护航
近十年上海青年就业情况怎么样？如何发挥家校社协同作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

康？4月30日，团市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上海青年发展报告（2023）》。
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含19篇研究报告、近20万字，涉及青年教
育、就业、居住、生活、健康、投身创新创业热潮、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等专题。青年发展型城市、高质量发展、青年、民生成为关键词。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青年报记者青年报记者 吴恺吴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