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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街道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南京：让街道团组织成为稳固堡垒
本报记者 陈凤莉

当忙活完2013年的最后一场活动， 江
苏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社区

团总支书记沙静芳舒了一口气。
这个联合了社区周边的学校、 企业和

机关单位为一个尿毒症孩子义卖捐款的活

动是她年度清单上的第25个活动 ， 而原
本， 这个清单上只有16个。

“结对共建单位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
活动资源， 不怕完不成任务。” 沙静芳说，
要是放在结对以前， 即将卸任团总支书记
的她还真不放心把这个位子传给下一任年

轻人， 但现在， 已经稳固的共建模式让她
一点都不担心。

在南京， 很多街道和社区正通过各种
手段充实着团组织的力量， 让这些最基层
的团组织成为青年活跃的舞台。

“4+1” 模式让街道团组
织成为稳固堡垒

在栖霞区， 沙静芳所说的结对共建被
称作 “4＋1” 共建模式， 即一个社区所在
地的一所高校、 一家企业、 一支部队、 一
个区级机关与这个社区结对共建， 共建单
位的共青团工作负责人兼任社区团总支委

员， 实行捆绑式创建。
这样的共建模式让街道团工委省了不

少心， 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基层青年覆盖不
到， 但共建之后， 那些来自各个共建单位
的活动让各路青年现了身， 薄弱的街道团
组织也成了稳固的堡垒。

沙静芳对此就深有感触。 实行捆绑式
共建之后， 她的身边有了帮手。

捆绑共建之后， 沙静芳每到年初便会
列出这一年的活动清单， 然后分别由几个

共建单位来承办， 原本让她发愁的团组织
活动变得轻松而有效。

如果要没有结对单位金陵科技学院和

特教学院的协助， 幕府山庄社区8月份那
次纳凉晚会可能连会场都布置不起来， 也
不会吸引来多少青年。

“他们虽然不是承办， 但从晚会的设
计到节目的排演 ， 都是他们帮我们完成
的。” 沙静芳说。

而在街道团工委这个层面上， 感触则
更为深刻。 往往是团工委一吆喝， 底下的
社区和共建单位便 “蜂拥而上”， 从来都
不用担心找不到青年。

马群街道的 “绿色紫金山， 美丽新马
群” 环保志愿服务就是一个吸引了很多青
年的活动。

原本， 在紫金山捡垃圾， 维护紫金山
的环境只不过是马群街道居民的一个自发

性活动， 但马群街道团工委却想在这个问
题上做做文章。

“我们组织青年志愿者， 定期做环保
活动。” 马群街道团工委书记朱昕说。

假如单靠团工委的力量， 朱昕不知道
能找来多少人。 但有了共建单位的参与，
这事便简单了许多， 一个庞大的志愿者队
伍很快就成立了。

这个集结了来自街道机关、 社区、 驻
街部队和企事业单位120多名志愿者的大
活动每个月都会至少有两次， 虽然只是在
山里的道路上清理垃圾， 却已经成为影响

很多人的持续坚持的品牌项目。

一个好汉三个帮

在栖霞区， 除了共建单位的力量， 街
道团组织还有很多好帮手。

在马群街道， 大学生村官董方有个分
外的活儿———在街道担任团工委副书记，
摸排社区青年信息、 组织青年参与团工委
的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服务……这个差事
让他忙得不亦乐乎。

“大学生村官在一线工作， 接触的社
区青年比较多， 有什么信息都能及时收集
上来。” 朱昕说。

街道有一本青年杂志， 里面所有的青
年调研和青年问题几乎都是董方带着青年

社工们做的。 刚刚过去的2013年暑假， 他
就调研了一个关于青少年暑期活动的问

题， 结果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开展得
很好， 他提出了应该引入专业的社会服务
组织参与到青少年服务中来。

如今朱昕已经采纳了这样的建议， 正
在为一些社区和社会组织做对接工作。

除了董方， 朱昕还吸纳了一名编外副
书记， 来自街道辖区的一个企业———海陵

药业团委书记胡晓如， 有了这个编外副书
记， 企业青年覆盖这个难啃的骨头也变得
容易了许多。

就在几天前， 她还刚刚找到了胡晓如
商量着街道要搞演讲赛， 企业怎么组织青
年参与， “还说要带我去联系其他企业团

组织， 一起搞。”
而在江宁区， 这样的格局创新也同样

存在。 在东山街道团工委， 兼职副书记和
委员扩大了名额， 只要是能够发挥作用，
都会被团工委 “招安”。 如今， 团工委已
经从原来的一名团工委书记发展成为有5
名兼职副书记和15名来自学校团委、 公安
干警 、 医护人员 、 企业职工 、 大学生村
官、 青年创业代表、 志愿者等社会各个行
业和领域兼职委员的庞大队伍。

这些编制外的团干部给团工委副书记

蒋心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资源，“禁毒日开
展活动会有来自高校的志愿者参与， 防艾
滋病日的活动会有来自医院的志愿者帮

忙。”
去年7月份， 一位来自江宁第二人民

医院团委的编外副书记还带着医院的青年

志愿者到街道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开展了义

诊服务， 因为效果好， 还被街道团工委列
为要长期坚持的志愿活动。

活动和服务是基层团组织

活跃的法宝

对于街道这个基层团组织来说， 活动
和服务无疑是吸引青年群体的两个法宝。

因为街道青年都分散在社区、 非公企
业和各辖区单位， 江宁区汤山街道团工委
书记林昱煊曾一度觉得找不到这些 “隐藏
在背后的青年”， 而活动成为让这些青年
现身的好方法。

她曾和一位街道团工委委员———来自

农家乐专业合作社的团支部书记一起组织

街道社区的青年开展了各种岗位技能大

赛。
“旅游、厨艺、客服等各种岗位都被拿

来比赛，青年的参与度很高。”林昱轩说。
她还和另外一位来自非公企业的编外

副书记一起开展过联谊活动， 几十个人浩
浩荡荡地出现在活动现场， 原本并不熟悉
的社区青年和企业青年通过活动成为常常

联系的朋友， 这样的效果可是林昱煊不曾
想到的。

在汤山街道，这样的活动可不少，街道
团工委有自己的活动中心， 每到周末或者
节假日，篮球赛、乒乓球赛、卡拉OK大赛等
各种活动可以让青年们选择参加。

蒋心路也有着同样的感触。每到五四、
学雷锋日或者儿童节等这样的节日， 街道
团工委都会想着法地去组织各种活动，这
样的活动总会吸引很多年轻人的目光。

前不久， 东山街道团工委就开展了一
次青年户外拓展活动， 来自各个单位的编
外副书记和委员们带来了各自的青年队

伍， “怎么着也有几十上百人。”
在基层团组织， 如果要凝聚青少年，

还要真正地服务他们， 让他们看到实惠。
汤山街道的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就是这

样一个实惠。
“我们开展了焊工、 烹饪、 缝纫等各

种培训。” 林昱煊介绍。
大学生村官陆瑶便是这个培训活动的

受益者。在参加完培训之后，她成功地走上
了创业的道路， “我们团工委又帮她联系了
专家和技术指导。” 如今这位曾经青涩的大
学生村官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创业达人了。

当然 ， 服务还不仅仅是这些 ， 林昱
煊也会经常到社区 、 企业这些更基层的
团组织调研 ， 看看青年会有哪些需求 ，
“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开展活动和服
务。”

@日前， 江西省少工委办公室与江西
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在江西广播电视台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重点围绕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红领巾相
约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 ； 红色文化教
育 、 传统文化教育 、 科技创造教育 、 艺
术、 体育， 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 （流动儿童） 的关爱服务； 社会、 学
校、 家庭对少年儿童教育的整合； 有影响
的少儿电视栏目打造； 小记者小编辑小播
音员的培养； 少年儿童和少先队辅导员典
型选树； 少年儿童喜欢的优秀文化艺术作
品创作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日前， 由团吉林省委主办， 长春中
医药大学团委承办的 “精品文化惠青年”
系列活动进校园之吉剧专场在长春中医药

大学举行， 800余名师生观看演出。 此次
演出是2014年 “精品文化惠青年” 系列活
动的第六场演出。

@ “广西青年英才助学金” 发放仪式
日前在广西医科大学举行， 来自全区11所
高校的20名优秀贫困学子获得资助。 团区
委2012年12月创立 “广西青年英才基金”，
对广西籍家庭贫困、 品学兼优的硕士研究
生、 博士研究生分别给予1万元和2万元的
资助。 基金” 目前已筹资450万元， 资助
广西籍贫困硕士研究生27名、 博士研究生
3名。

@首届 “新疆青年公益助学就业计
划” 2014年春季开学典礼日前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团委礼堂举行。 该计划是团区委
运用市场化理念， 借助网络教学的现代手
段， 整合企业、 高校等各方资源， 社会化
推进青年就学就业的公益品牌项目， 也是
共青团助力青年的一个新尝试， 把学历提
升和稳定就业这两个青年较大需求结合了

起来。

有一种选择，青春无悔

本报记者 李 ■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六中午， 谢歆回到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的奶奶家 “蹭
饭”。“奶奶每周六都犒劳我，因为下午要上
战场啦。”这“战场”，是与奶奶家一街之隔
的“七彩小屋”，谢歆每周六都要与这里的
孩子们有两个小时的“约会”。

“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坚持，别人能做
到每周六下午跟男朋友约俩小时的会，我
只是把这个时间给孩子们了。”四川，广西，
河南，安徽，孩子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这
是团上海市委专为来沪青少年搭建的关爱

平台———七彩小屋。
还没走到七彩小屋， 就有小朋友围上

来，不停地往谢歆手里塞好吃的。“怎么样，
我很幸福吧， 每次都享受女王的待遇。”谢
歆晃着脑袋，展示自己收到的礼物。

“你相信吗，人都是有某种使命感的。”
在谢歆看来，自己接触到志愿服务，虽然不
算早，但却一下子被点燃了。

本科毕业那年， 谢歆第一次听说了研
究生支教团。“在广西百色的田阳县支教一
年，我特别想去”。谢歆被师兄师姐描述的
支教生活吸引了，而在这之前，她几乎没有
离开过上海。

坐了将近30个小时的火车， 又辗转倒
汽车， 她站在了即将生活一年的屋子前，
“我们的宿舍实际上就是一个仓库，家徒四
壁，墙上都是污垢。更要命的是厕所，我从
来没有见过旱厕，一进去，整个人都要晕倒
了。”谢歆讲着那些初到时的场景，平静地
像是在描述别人的故事。

谢歆买来石灰水，一点一点粉刷墙壁。
每次去厕所，她都会把眼镜摘掉，让蚊虫消

失在她300度的近视里，充满阿Q精神。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 面对二年级的小

朋友，扯着嗓子吼了一节课之后，谢歆发觉
“这个神圣的职业原来并不好做”。 当地的
孩子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又不能完全听懂
普通话。 谢歆很努力地上课， 一个学期下
来，她带的班级亮起了红灯，在全县期末考
试中排倒数第一。

谢歆认真分析了二年级孩子的特点，自
创“头头老师教学法”，连洗澡的时候都在琢
磨讲课的事情。在她的课堂上，常常唱歌跳
舞游戏一起来， 只为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她通过百变的声音装成老虎和大象，扮演妈
妈和宝贝，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这样形象生动的教学带给谢歆期待中

的惊喜， 她所教的班级一跃成为全县第四
名。

读研一那年，谢歆发现，团上海市委关
爱农民工子女的 “七彩小屋” 就在她家附
近。于是，她一边做学生，一边做起了“头头
老师”，重拾支教旧业。为了让孩子们有系
统的课程，学到更多的东西，她自创“五育
课堂 ”，围绕 “德 、智、体 、美、劳 ”五大教育
中心理念开设课程。“听起来是有点老土，
但是每门课程我都用最洋气的方式吸引

小朋友们。”谢歆引入沪语教学，让孩子们
在游戏中学会讲上海话，帮助他们更好的
融入城市。她动员母校上海师范大学的志
愿者加入，让更多同学们享受到志愿服务
的快乐 。她整合社会资源 ，请警察叔叔给
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在2013年的暑期夏
令营中，谢歆引入上海世博会元素 ，创造
了“五育场馆”，让孩子们担当场馆讲解员，
向自己的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个假期的收

获。
谢歆说：“当我看到七彩小屋里这些渴

望融入城市的孩子们时，我觉得，这是我必
须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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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启动“我是主席家乡人、争当青年贴心人”主题活动
本报湘潭5月4日电（曹杰 记者李立

红）5月4日，团湘潭市委正式启动“我是主
席家乡人、争当青年贴心人”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主题活动, 湘潭市委副书记李江南以
《怎样管好人生的总开关———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为题为全市青年团干讲授了第
一课。

此次主题活动将采取“团组织联建、团
干部联手、团员青年联动”的三联模式，全
市各市直团组织已与82个乡镇街道团委进

行了联建。 共青团湘潭市委希望通过三联
模式努力使广大青年团干充当好四种角

色：一是到基层去，当好“明白人”。二是帮青
年学，当好“引路人”。三是做青年友，当好
“知心人”。四是解青年难，当好“贴心人”。

团湘潭市委积极动员全市团员青年开

展寓教于乐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通过召开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动员
大会、 组织青年集中观看红色电影等形式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寻找科技创新小博士活动已征集作品3000余件
本报讯(记者李立红 )2014年 “红领巾

相约中国梦”———寻找科技创新小博士科

技大赛作品征集阶段近日结束。 未来网共
征集到涵盖全国28个省份、166个市、266个
区县的中小学生优秀科技作品3000多件。
根据未来网“活力未来”数据统计，全国共
有1000多所中小学校参加， 辐射人群达到
200万人次。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伊利集团主办，未来网承办。作品征集
结束后，在5月21日至6月15日期间，大赛主
办方将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 本次大赛将
评选出获奖参赛者500人，其中，梦想成真
奖5名；科技创新小博士奖5名；梦想支持奖
30名、梦想鼓励奖60名、参赛作品入围优秀
奖400名。除此之外，大赛还设立了指导校
长奖、 指导单位奖和指导老师奖等奖项，
复选作品在活动专题页面进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