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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青团学党史、悟初心

以大数据为支撑，为青年办实事

北京红色资源丰富厚重，拥有 300 余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和红色景区。“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北京共青团积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工作结合，组织团的各级

委员、代表和团的领导机关干部结合实际、立足本职，开展服务

青年主题实践活动，深化密切联系青年机制，帮助青年解决急难

愁盼的事，力所能及为身边青年办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大数据做支撑，关注青少年的烦心事

针对青少年因新冠疫情出现的焦虑、孤单、烦闷等情绪，北

京共青团依托 12345 热线大数据收集青少年诉求，分析并制作

《青少年诉求分析简报》。同时，通过整合团属心理服务资源和



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力量，推出“星光自护”百场心理健康讲座进

校园项目，帮助中小学生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此外，策划推出“守

护健康·聚力同行”百千万行动，以一对一“结对子”形式为青

少年及学校提供专业服务，更具针对性的解决个性化的困惑和问

题，真正做好青少年的知心人、引路人。找准 34 家未保委委员

单位职能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结合点，推出“北京市未成年人保

护委员会 2021 年 40 件实事”名单，协同配合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推进“阳光地带”社区青年汇建设，开展普法宣传、心理

疏导、司法保护三项服务。升级共青团单身青年交友平台“团缘”，

切实解决青年交友交流需求。

搭建共享平台，解决创业青年发展难题

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将创新摆在在各项规划任务首

位，明确支持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北京共青团举

办“创青春-中关村 U30”活动，为 35 岁以下的创新创业青年搭

建与多领域专家沟通交流的平台，帮助解决政策科普、人才引进、

创业培训、思想交流等多方面难题，助力孵化产出一批具有国际

领先水准的项目成果。开展“火花青年科学思想会”，邀请学术

界、产业界、投资界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产业

的企业家，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共同交流学术见解、市场前

景、经济环境、政策保障等，让青年共飨“精神大餐”，助力青

年走好创业路。

探索服务新路径，帮助新兴青年融入城市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多样化活动，探索通过创新渠道加

强与新兴青年群体联系，帮助他们更好融入城市。北京市朝阳区

团组织主动寻找新兴青年共性需求，推出“青年之家·美团外卖

骑手服务菜单”、“餐饮行业团员青年服务菜单”、“‘阳光街

舞 此间少年’艺术关怀计划”一系列“服务菜单”，为行业青

年提供学习培训、就业创业等服务。针对维护新兴领域青年权益，

成立“朝阳青年法律志愿服务团”，为新兴青年群体所在的中小

微企业提供在线专业咨询答疑，服务时长 1120 小时，服务企业

43家。

组织化、多样化开展有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

北京共青团干部以“1121”为基本要求开展学习教育，切实

做到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做。开发“组织生活”线上系统模块，

规范基层团组织工作。开展为期 2 天的封闭式专题学习，组织观

看红色话剧《香山之夜》，并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中国社科院

林建华教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市 3000 余名团员青

年开展专题宣讲。全市开展“探寻红色开端之地 讲述百年青春

故事”系列宣讲活动。各区、各战线依托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宣

讲团等组织化开展主题宣讲。通过全市 491 家社区青年汇面向社

区开展“建党百年正青春 跟党奋进新时代 全民共建文明城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当天直播的观看人数达

300 万人次。上演原创舞台剧《百年对话》，选取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年间的共产党员和当代青年进行隔空“对话”，超过 1000



万人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等十余个直播平台观看当晚演出。

生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文化产品

组织开展网上“一起打卡”“党史对抗赛”等青少年愿意参

与的党史学习活动，开设《团团和你一起学党史》《百年正青春》

《传承·百年荣光》《百年瞬间》《党史天天读》等微信公众号

专栏，微博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建党百年正青春#等话题，制作

系列专题视频《建党百年正青春》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发布，邀请青联委员以入党申请书为线索录制《“最初的誓言”

青联榜样说》。一系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让青少年手机学、

随时学成为常态，进一步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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