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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杜沂蒙

近年，“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友好型

城市”“青年活力城市”等正成为城市发展

方式的新热词。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

目 前 87 个 地 级 市 明 确 提 出 此 类 概 念 。其

中，山东省、江西省、浙江省、贵州省等还提

出了建设青年友好省份。

“青年发展型城市正从理念慢慢变成

实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

所负责人郭元凯说。

什么样的城市算得上是青年发展型城

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又该如何建设？在中国

青年报推出的《面对面》节目中，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的郭元凯、团北京市海淀区委

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赵思维、北

京市外卖小哥代表常凯、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勇围绕这个话题

进行了交流。

郭元凯认为，各地提出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体现出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正逐渐

得到落实，青年发展也正成为党政部门关

注的热点。“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有利于

推 进《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6- 2025
年）》在城市落地。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也

体现了各地在青年发展领域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升。”他说。

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对青年友好？

“青年发展型城市首先要满足青年基

本利益诉求。”郭元凯说。

此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作的“一

分钟聊‘青年理想城市’”的网络调查数据

显示，青年理想城市关注点排在前五名的

是城市环境优美、文化气息浓厚、就业机会

充分便利、教育资源均衡充分、房价房租可

负担。

“ 从《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6-
2025 年）》对青年的界定看，14-35 周岁年

龄覆盖面广，各群体各阶段面临的困难并

不相同，要推动出台普惠性政策满足可能

出 现 的 主 要 问 题 ，才 能 算 青 年 发 展 型 城

市。”他补充说。

在 2021 年 11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曾专门就青年发展型城市做过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年认同自己是城市建

设者、城市发展成果享有者的定位。“78%
的青年认为他们是城市建设者。”

在郭元凯看来，城市应该提供平台，帮

助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提高青年

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度。

外卖小哥常凯感受到了城市向他传递

出来的友好。

2018 年 10 月，常凯来到北京加入外卖

行业。起 初 他 的 想 法 就 是“ 挣 点 钱 后 回 家

做小买卖”。可如今，他已经喜欢上这座城

市，他说他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一场“双

向奔赴”。

对常凯而言，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他和伙伴们真真切切的感受。

在他的视野里，最近几年，外卖骑手在

北京逐渐受到关注。不少党群活动中心、社

区青年汇都为他们提供了歇脚、喝水的地

方。通过共青团组织的新兴青年社会参与

和融入活动，他们也感受到“我也是北京一

员，也能参与到城市社会治理中”。在工作

中，常凯经常利用走街串巷的机会，参与团

北京市委发起的随手拍活动，将社区街道的

不文明或不安全行为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参与其中的常凯，觉得自己是这个城

市的“主人”。

郭元凯介绍，最新调查显示，新兴青年

群体结构、群体特征都发生了变化。“如今，

依 托 互 联 网 平 台 ，从 事 新 经 济 业 态 的 有

8400 万人，其中 70%以上是青年，80 后、90
后、00 后占据主体。”

同时，从青年群体的业态分布上，青年

经济的发展链条逐渐延长。“以外卖平台为

例，除了骑手之外，还有线路规划师等群体

支撑发展。现在新业态与整个经济结构是

密切相关的。”郭元凯说。

他认为，新兴青年群体也发挥了社会

治理参与者的作用。“他们已经从旁观者逐

渐过渡到参与者，我们可以把像常凯一样

的新兴青年称作是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

而在北京市海淀区，对于这些青年的

关注是一项项实实在在的行动。

据赵思维介绍，海淀区 2021 年开展了

关爱新业态就业青年群体，依托贝壳找房、链

家门店等，打造了专门服务快递小哥的小哥

加油站，除了生活上帮助和保障外，团海淀

区委还借助各项活动加强对新兴青年群体

的思想引导，通过各种活动凝聚引领青年。

“青年发展型城市不只是为特定群体

打造，它是普惠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让所

有青年都感受到城市温度，感受到党的关

心。”郭元凯补充说。

在街舞青年代表董建勇看来，对青年

友好应该是能帮助青年在城市中更好地生

活发展，找到自己的归属和事业。

在他所从事的街舞行业中，很多从业

者都是青年舞者，缺乏对企业机构管理、宣

传、运营、维护的经验。

而这个群体早已走进了共青团的“朋

友圈”。对于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各地

团组织也会组织专业的投资、管理培训，帮

助创业青年规划发展路径，“不一定每个人

都能成功，但真能帮助很多人学习和进步，

大家能感受到城市更温暖，通过活动也展

现出城市的关怀，对青年的关注，让青年找

到归属感。”他说。

谈 起 帮 扶 创 业 青 年 ，赵 思 维 现 场“ 安

利”起了海淀区的创业政策。为了帮助海淀

青年，团海淀区委围绕海淀区的中心定位

打造了中关村 U30 服务创新创业比赛，同

时设置配套的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引导、资

源对接，全方位服务创业青年，“近年累计

发掘和培养 5000 多名青年创业者。”

此外，2021 年，海淀区还编制了《海淀

区“十四五”时期青少年发展规划》，目的就

是 要 打 造 海 淀 区 的 青 少 年 友 好 型 发 展 城

区，“希望，从上学开始，就能感受到海淀的

温度，一直到毕业和就业，都能感受到海淀

的贴心服务。”

为 了 推 动《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落地实施，2018 年，海淀

区 就 建 立 了 海 淀 区 青 年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制

度，形成了区委领导、政府负责、共青团协

调、各方共管的制度。2021 年，海淀区还探

索建立了街镇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了市、区、街镇三级青年议事机制。

董建勇经历了走进团团“朋友圈”的

过程。

2019 年 ，在 团 北 京 市 委 的 支 持 下 ，成

立了北京街舞行业团工委，把北京 200 多

家街舞相关机构整合起来。通过与普通青

年接触，董建勇发现，很多时候青年诉求并

不一定都是利己的，“青年有自己的社会责

任，希望体现正能量的一面，组织建立可以

帮助青年完成这方面的诉求，这对城市和

青年人群是很大的帮助。”

为此，北京街舞行业团工委制定专门

制度，成立志愿服务队，广泛参与到地方疫

情防控、疫苗接种等工作中，在工作中享受

到社会参与感与获得感。

常凯补充说，为了帮扶青年，近年多名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被纳入青联委员，新

兴青年的声音，通过青联委员的身份发声，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对城市的期待简单，

踏踏实实把每单送好，在需要的时候，能有

一个找得到、靠得住的组织。”他说。

在郭元凯看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就是要让青年感受到家的温暖。“如果能让

青年感受到城市就是他要定居的家，这已

然是对友好型城市最高的评价。”

城市对青年更友好 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杜沂蒙

从一名青年学子到一名青年创客，

来自上海的何嘉经历着 《中长期青年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 》（以下简称
《规划》） 的纵深实施，也享受着 《规

划》 落地带来的实惠。

2002 年，何嘉来上海学习建筑，4
年 前 他 在 上 海 联 合 不 同 专 业 背 景 的 伙

伴，一起在新华路街道的社区探索社区

营 造 ， 创 立 大 鱼 社 区 营 造 发 展 中 心 。

“目的是要用有创造力的方式联动社区

里面的资源和人，为更美好的社区愿景

而共同行动。”

2021 年 ， 团 上 海 市 委 实 施 活 力 创

城，推出创新汇智团品牌项目。作为落

实 《规划》 的重要举措，项目聚焦青少

年创新发展阶段中的关键萌芽阶段，关

注青少年身边的创新实战场景，联合相

关的委办、企业社会组织等，努力打造

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少年创新教育实践和

人才服务工作。

了解到这项工作后，何嘉团队非常

激 动 。“ 这 让 我 们 的 工 作 有 了 新 方 向 ，

我 们 要 打 造 青 少 年 家 门 口 的 创 新 实 验

室。”他说。

在他的设计里，这是一个集共学、

实践、孵化器、社区服务等业态为一体

的综合平台，创新实验室可以让青年从

社区的旁观者向积极的行动者转变。

为帮助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做成

这 件 事 ， 团 上 海 市 委 协 助 团 队 与 各 委

办、街道团区委沟通，并积极与上海市

商务委员会协同，将新华路街道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项目中的重要部分交给

他们。

“我们团队的名字叫作大鱼，并不

是说我们很大，而是希望汇聚起更多有

着相同想法的小鱼，形成合力。我们很

庆幸遇到了共青团，它让我们向成为大

鱼又前进了一步。”何嘉说。

在全国像何嘉一样，受惠于 《规划》

落实的青年并不在少数，在海南省创业的

高冰冶就是其中之一。

高冰冶来自辽宁省，受自贸港政策感

召来到海南创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

海南本土特有的陈符林糟粕醋推向全国。

“ 《规划》 落实工作的开展和自贸港

建设，为青年干事创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团海南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唐

林 说 ， 海 南 共 青 团 依 托 落 实 《规 划》 要

求，与全国各地共青团一起共商共建中国

青 年 筑 梦 大 道 、 青 少 年 动 员 引 领 服 务 平

台，致力于打造全国青少年活动平台和世

界青年交流的窗口。

在高冰冶的创业过程中，共青团的关

心无处不在。他借助海南共青团组织青农

品牌打造活动，广泛接触各领域专家，使

项目在品牌设计、商业模式、成本控制、

财务管理等方面得到很大提升。

除了创业，青年就业也是 《规划》 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成为各地共青团的

重头工作。

“从实习、求职、就业、入职，技能

培养，团组织每一步都在我的身边。如果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我想一定是

安全感。”来自江苏的徐嘉栋说。

在校期间他就通过团南京市委组织的

实习计划，进入江苏南京中通服咨询设计

研究院，在这里，所学知识与岗位需求精

准匹配，“毕业和就业实现无缝衔接”。

此外，为了让青年得到切身获得感，

深圳市宝安区更是拿出“真金白银”改善

青年所需，据团深圳市宝安区委副书记丁

艳介绍，当地在青年优先发展方面提供了

很多利好政策。如 2025 年宝安区将新增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 18.7 万个，筹措公共住

房 8 万套，实现青年众创空间 80 家，建设

篮球场足球场 100 个等。

“青年的幸福感获得感，随着我们服

务项目的落地不断得到提升。”丁艳说。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落地5年

让青年更有获得感

□ 杨宝光

在《面对面》直播现场，常凯发言
算是最积极的，刚开始这让主持人都有
点出乎意料。从亲身经历的小哥加油
站，聊到参与的社区治理随手拍，从
提出技能培训到加入青联委员，从常
凯口中说出服务青年的各项政策，让
这 些 政 策 变 得 更 加 真 实 ， 尽 管 有 些

“公文词语”他说得并不准确，但这并
不影响他对这些政策的认可。而这也
正是“面对面”的意义所在。

在前门书香世业文化街区书店开的
一场交流会应该是什么样？这里不是政
策制定者、执行者严肃的办公室，也不
是外卖小哥仓促穿行的街头巷尾，在这
里所有人都伴着书香静下心来聊聊身边
的人和事。《面对面》 的定位就是聚焦
基层团干部与普通青年的需求，通过邀
请共青团中央和各地团干部与青年对
话，共同交流探讨青年关心的热门话
题，让彼此在书桌前拉近距离。

常凯在聊天中表示，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需要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
这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城市发展过程中
需要青年，不管是前几年盛行的对高端
人才的抢人大战，还是不断增多的新兴
青年；不管是激发经济活力的创业人才
还是丰富文化生活的街舞青年，城市因
为青年而焕发活力。青年更依靠城市，

才华在这里能被更多人看见，劳动在这里
彰显最大价值，青年与城市唇齿相依，因
此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确实需要来一场

“双向奔赴”的共同行动。
不过，要想“双向奔赴”就必须为青

年扎根城市提供机会。在嘉宾的分享中，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住房问题。董
建勇来北京 15 年了，他曾有两次“被房
东撵出来”的经历，他认为对中国人来
说，房子有家的含义，尤其对年轻人，
稳定的住房会给人带来稳定感。郭元凯
介绍，当下住房问题直接影响了青年的
幸福感，城市青年收入的 20-30%都用在
了住房上。

在“双向奔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的过程中，城市也在着力解决以住房为代
表的青年急难愁盼的问题。共青团中央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岳伟介绍，2021 年
全国各地共推出涉及青年利益的各项政策
1700 项，其中就涵盖了住房问题。“有的
地方出台了针对青年的住房政策，一些年
轻人可以以相对优惠的价格购房、租房，
甚至部分地方以财政经费直接补贴青年购
房、租房。”

据郭元凯介绍，2021 年 7 月，国务院
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意见》，“相信今后对缓解青年
住房问题，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常凯分享说，由于在外边工作，只
能采取租借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我希
望以后能有统一管理，提供更多租房优
惠与帮助，这样自己也会在城市更好地
扎根。”

青年发展型城市
需要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

记者手记

北京市快递小哥代表常凯 （左二） 和街舞青年代表董建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摄

《面对面》之话青年发展直播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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