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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发挥组织动员优势
服务大局、为群众办实事

2021 年以来，全团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把学习党史同服务大局、为群众办

实事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共青团组织动员优势，找准党政急需、

青少年期盼、团组织能为的切入点扛活用力、担当作为，以实

际行动学史力行、为党分忧、为群众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各

级团组织共组建青年突击队 25.3 万支、388.1 万名团员青年参与

各类“急、难、险、重、新”任务，90.3 万名大学生团员活跃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一线，参与疫情防控、防汛救

灾、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工作，有力提高了团组织的大局贡

献度、增强了青少年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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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防控大考冲锋在前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新

任务，共青团坚持“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将组织动员团员

常态参与疫情防控作为检验组织力、彰显团员先进性的重要载

体，积极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

今年以来，各地各系统共组建以青年党团员为政治骨干和主体

的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 11.1 万余支、196.2 万余名团员青年参与，

59 万名大学生团员在假期通过向村（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

一是迅速响应集结。暑期疫情爆发后，团江苏省委迅速启

动省、市、县、街（镇）四级团组织联动机制，向地方党委和

指挥部报到，开展“青春护苏，一线有我”防疫专项行动，组

织动员 22 万名团员青年、8.7 万名青年志愿者、5655 支青年突

击队，奋战在采样检测、突击攻坚、防疫宣传、关爱保障“四

个一线”，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21 万人次、服务时长达 150 万小

时。团南京市委一天之内招募 7000 余名青年志愿者赴社区展开

防控服务，团无锡市委一天之内招募 1.2 万名青年志愿者赴 200

余个点位助力核酸检测。团湖南省委成立工作专班、快速响应，

发布投身疫情防控倡议书，全省各级团组织以“村（社区）+单

位”为基础，动员 12.7 万名团员青年组建 2400 余支青年突击队、

1141 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团张家界市委发布组建青年突击队、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公告后，2 小时内 2000 余人报名。

二是广泛动员参与。年初以来，在河北、广东、江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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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地疫情防控中，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建筑、中国华

电等一大批中央企业团组织组建 2.8 万余支青年突击队、57 万

余名青年参与隔离点建设、核酸检测服务、保供电供水、保生

活物资等工作。面对多次疫情冲击，广东团组织动员各地、各

行业系统团员青年常态守备、迅速集结，组建疫情防控青年突

击队 3069 支、6.5 万余人参与，5552 个志愿服务组织、24.5 万

名青年志愿者参与，累计服务时长超 268 万小时。湖北团组织

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 2342 支、3.9 万余人参加，下沉社区

开展健康排查、防疫消杀、人员管控、协助流调、数据筛查、

健康码转换等任务。团河南省委结合大学生向村（社区）报到

机制，组织近 14.4 万名大学生团员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团湖南

湘西州委组织团干部开展“冲在一线、湘西千名团干齐战疫”

志愿服务。

三是提升工作质量。各地团组织按照《深化新时代青年突

击队工作指引》要求，组建临时型、志愿型、专业型等不同类

型青年突击队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实效性

进一步增强。团江苏省委定向招募一批医学专业志愿者迅速投

身核酸采样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最艰巨的抗疫工作。全国铁

道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志愿服务队参与车站环境消杀、体温

测量、防疫宣传、重点部位擦拭消毒等工作，在客流高峰时段

主动补充到实名制验证、进出站测温等岗位，缓解了第一线防

控压力。团河北省委联合邮政管理局建立 530 支省级邮政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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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青年突击队，保障疫情防控物资运输。

防汛救灾中彰显青春担当

入汛以来，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先后组建近 4.6 万支青年突击队、动

员 60 余万名团员青年参与堤防抢险、人员疏导、物资转运、道

路疏通、电力抢修、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化、扁平化发动。面对汛情，团河南省委通

过微信塔群第一时间将工作信号传达到基层团组织，组建抢险

救灾青年突击队 3878 支、动员 7.1 万人，建立全省防汛救灾青

年突击队长工作微信群和郑州、安阳、鹤壁、新乡、周口等重

点受灾地市微信工作群。团郑州市委号召组建交通运输、市政

工程、重点项目、供水供电供气、消防救援等行业 100 余支青

年突击队奋战在防汛一线，发动各青年志愿者协会、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就近就便向属地团组织和社区报到，开展道路清障、

路面清淤、物资搬运、交通疏导等工作。铁路青年突击队开展

物资供应保障、旅客转运安置、雨中雨后设备巡查、线路抢修

等工作，确保旅客人身和财产安全。中央企业相关电力、交通、

通讯、建筑等企业团组织组建青年突击队全力参与修筑防洪堤

坝、设施抢修、物资搬运等工作。山东、山西、湖北、辽宁等

地团组织动员青年突击队携带专业装备跨省驰援。安徽省国资

委团委组建 1000 余人的防汛抗洪应急抢险救援突击队，充实应

急物资驰援合肥、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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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面向社会筹措资源参与救灾救助。河南受灾后，各地

团组织广泛动员伸出援手，青联组织、基金会、协会及港澳青

年、海外青年捐赠的资金和物资超过 1.1 亿元，共同筑起牢固的

“青春堤坝”，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大爱与担当。团中央划拨

100 万元专项团费支持河南防汛救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

河南省青基会拨付 1000 万元用于防汛救灾、资助灾区困难家庭

青少年，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募集 1380 万元款物、中国青年创

业就业基金会募集 1400 余万元款物支援河南。

贯彻“双减”决策部署服务青少年成长

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双减”的重大决策部

署，立足为党育人的主责主业，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优势，特

别是针对假期少年儿童看护难、教育难这一家长“暑期痛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托管服务和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我为青年做

件事”的重要抓手，切实服务青少年成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一是项目化实施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团上海市委会同教育

部门组织开展“快乐不简单”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覆盖所有街

道、乡镇，市、区两级团组织向全市 543 个爱心暑托班统一配

送德智体美劳五大类别课程，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社会组织为暑托班提供超过 8 万课时的公益课程。团新疆区委

连续第 5 年开展假期“红领巾小课堂”服务，今年暑期组织近

4000 名大学生团员参与，在村（社区）设立活动点 336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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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每次活动不少于 30 人、每天不少于 3 小时、每期不少于

3 周”的实施规范，直接服务少年儿童 9 万余人。团武汉市委在

全市开办 193 个市级、82 个区级暑假社区托管室，优先服务假

期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低收入双职工子女等

群体。团苏州市委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在全市范

围内开设“家门口的暑托班”1183 个，重点帮助双职工家庭和

困境青少年家庭。

二是充分发挥“青年之家”服务功能。根据“青年之家”

云平台数据监测（部分），8 月以来有 1548 家“青年之家”参

与支持开展暑期少先队活动、覆盖 6.1 万人次。团北京市委启动

“盛夏有爱，团助成长”暑期志愿公益关爱行动，依托社区青

年汇、红领巾实践营地等，首批实施首都“星火少年团”暑假

集训、社区青年汇少年实践团、暑期欢乐创享营等 7 大项 22 期

项目。重庆、安徽、山东、云南、河南、海南等地团组织广泛

面向少年儿童开展“七彩假期，情暖童心”、暑期实践营等活

动。目前，全国所有省（区、市）均依托基层“青年之家”，

不同程度开展了包括暑期托管、党史教育等在内重点服务少年

儿童的活动。

三是大力组织倡导团员向社区（村）社区报到。完善团员

向社区（村）报到机制，探索建立“县级团委统筹，属地乡镇

（街道）团组织承接，团员志愿者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团

员特别是高校学生团员以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相关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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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育人载体、彰显团员先进性。江苏在大学生团员中开

展“社区有我，青春报到”活动，以工作组形式报到、以项目

化形式服务，每个工作组每月累计服务不低于 30 小时、个人不

低于 10 小时。团四川省委发出《向居住地团组织报到的倡议书：

给大学生团员青年的一封信》，推动由“团找青年”向“青年

找团”转变。今年以来，共有 90.3 万名大学生团员向社区（村）

报到，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社区志愿服务、疫情防控、

“青年之家”运营管理等工作，6.7 万余人参与暑期托管服务，

3.8 万人担任乡、村两级兼任团干部，增强了基层团组织的工作

力量和服务能力。

此外，各级团组织组建近 9.7 万支青年突击队、131.9 万名

团员青年参与一大批各级各类重点工程、重要项目，在助力高

质量发展、服务保障民生、科技攻关前沿、安全生产一线等方

面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报：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组

送：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发：团中央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省级团委主要负责

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