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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
青年参与社区自治

团醴陵市委以马放塘社区为试点，开展“社

区青春行动”，推进阵地链、组织链、活动链“三

链”融合，构建青春社区“自转体系”。

搭建平台请青年“走进来”。设置青年读书

角、青年议事厅、青年健身馆、青年书画室、青春

舞蹈房、青春放映厅六大活动空间。

想方设法帮青年“聚起来”。“社区青盟”帮青

年找社区伙伴，“青春议事厅”让青年当社区主

人，协助解决社区物业管理、假期托管、停车难等

问题。

创新载体让青年“动起来”。“公益伙伴圈”将

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小区业主

等资源“链接”在社区，实现阵地共享、资源共用。

荷塘区：
全域推进社区青春行动

团荷塘区委结合区委“争当基层治理先行

区”的战略规划，全域推进社区青春行动，打造了

“2+4+3+N”的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模式。

构建两条组织体系。纵向建立健全“区一街

道一社区一小区”团组织架构，横向统筹辖区机

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企业、青年杜会组织等

力量，构建青年工作共建新格局。

立四项体制机制。通过优化议事协商机制、

建立常态督导机制、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健全奖

励激励机制，确保工作务实高效、运行有序。

坚持三类动员途径。重点围绕人、财、物，通

过社会化动员，多渠道凝聚青年力量、多元化汇

聚社会资源、多形式打造青春阵地。

打造 N 个项目品牌。围绕区委中心任务和青

少年需求，找准居民需求小切口，以筹资筹劳筹

服务撬动社会资源，让小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服务。

天元区:
青志愿“Yuè青春”

团天元区委根据社区的特点和群众的需求，

以大学生参与“小切口”，开展各类青年志愿服

务，打造了多个社区品牌项目，带动城市基层治

理“新探索”。

多方位联动。对接湖南工业大学，促进高校

团组织与社区的双向赋能、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

的深度融合。鼓励高校以项目化形式深入参与社

区治理。

多举措激励。通过积分入团、推优入党、评优

评先等方式激励大学生向社区报道，实现社区青

春行动工作持续长效运转。

多样化参与。依托“Yuè 青春”社区书店及

青年之家等青年阵地，组织开展大学生交友会、

笔墨交流会及线上青年社群的线下转化，提供青

年人“话青春谈家乡”面对面交流机会。

渌口区：
村企校共建多“Young”小镇

团渌口区委积极发动团员青年走进社区，紧

贴“社区服务青年发展”“青年参与社区治理”两

大主线，着力引导青年回归社区、服务社区、积极

参与社区行动，努力打造多“Young”小镇。

实现“三方”牵手联动。着力推动村、企、校三

方团组织“联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确保

村企校三方协力推进社区青春行动达到新高度。

实现“多方”并肩行动。轮流在“三方”青年之

家阵地组织开展交流分享，不断提升三方团组织

协同协作效率。

实现“各方”共谋活动。村、企、校三方联手牵

头汇聚各方力量共同谋划、共同举办、共同畅享

各类活动，帮助青年在社区活动中收获快乐和归

属感。

芦淞区：
商圈青年“创·享·聚”

团芦淞区委聚焦共青团主责主业，结合本地

区实际，以“创·享·聚”模式积极推进社区青春行

动走深走实，实现了青年同社区双向奔赴。

共“创”新梦想。以“创新创业”为主题，围绕

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创业观

念引导，举办红商圈青年专场招聘会、就业政策

宣传会、新就业群体茶话会等活动。

共“享”新时代。以“共建共享”为主题，依托

青年之家阵地，成立读书会、合唱团等组织，定期

举办辩论赛、读书会、公开演说赛等多形式的兴

趣活动。

共“聚”新力量。以“担当作为”为主题，充分

发挥共青团员表率作用，带动更多辖区青年为青

春社区贡献活力。

石峰区：
企地互动社区赋能

团石峰区委结合本地产业集聚、青年集聚的

实际，在推动企业和地方双向互动，鼓励青年主

导社区活动、参与小区治理等方面探索实践了

“1+3+N”工作体系。

一个链条凝聚组织强大合力。竖持产业链党

建带团建和“大党委+大团委”思路，团区委与辖

区中车三大主机企业团委携手共建，链上 80 多

家配套企业、企业和所属社区之间等多方联建，

在供需对接、项目建设及推动产业发展上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

三张清单拓展平台共享功能。针对辖区青年

五湖四海化、产业特色鲜明等特点和多样化、差异

性需求，精准制定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

N 项服务实现多方互动共赢。企业向社区提

供阵地资源共享、青年人才支撑，在中车青年相

对集聚的小区中选拔优秀青年加入小区党支部、

业委会、议事会，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青动能”。

打造青春社区
共建共享共治“株洲模式”

——株洲共青团开展“社区青春行动”探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10 月 21 日，株洲市第三届小区
“幸福邻里节”活动在全市817个居民
小区同步启动，数十万居民、青年志愿
者走出家门，在社区参加“狂欢派对”。
这是一场城市基层治理的大检阅，也
见证着社区治理中不断勃发的“青春
力量”。

2021年，在共青团湖南省委的支
持和指导下，共青团株洲市委以“社区
青春行动”为总揽，深刻领会行动目标
任务和内涵要求，在醴陵马放塘等8个
社区开展试点工作，积极引导各级团
组织、团属社团、青年社会组织“以社
区为家，到社区当家”，广泛参与社区
治理工作。

通过一年的探索和实践，株洲构
建了以“管得宽”青春议事厅、“帮得
快”青春帮帮团、“联得广”公益伙伴圈
等工作为载体的青春社区共建共享共
治“株洲模式”，并于2022年 6月在全
市 317个社区（村）全面推广。相关工
作经验被《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省
级媒体推荐报道 37次。全国“伙伴计
划”示范项目成功落地醴陵市马放塘
社区、荷塘区阳光里社区。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条充满

文艺气息的小巷火爆“出圈”了，成为了

株洲年轻人打卡发圈荐店的网红街区，

这就是位于芦淞红商圈内的文艺巷。文

艺巷西起老武装部，经何家坳社区，再蜿

蜒至文艺路千金文化广场端，形成了 U

字型路网结构。作为芦淞区建设街道青

年创业就业示范街，这里有创意菜、咖

啡、文创、花艺、宠物、服饰等不同业态特

色的60余家青年创客商铺入驻。

团芦淞区委结合“社区青春行动”，

紧抓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联通，广泛

链接资源，打造特色街区。发动青年创

客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联合千金、家润

多、乐尔乐超市、株百等赞助单位，在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通过“开街亮灯仪式”、“芦淞晓月·中秋

游园会”“有趣人类大会”“我与秋天有

个约定”4 场主题活动和出圈的网红小

狗墙绘，让文艺巷热闹非凡，人气节节

攀升，人流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0 倍以

上，实现了集聚人气、带动商气，引流促

商的目的。

“如今的文艺巷取得了巨大反响，

每天都有大批年轻人前来拍照打卡，让

这条小巷充满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

的入座率也比之前高多了！”馋吧老板

曹荟芸赞不绝口说道。

搭建“联得广”公益伙伴圈，实现幸

福社区“青年建”。一批批“社区青春行

动”的青年们用实际行动建设着自己的

主阵地，凸显了青年的力量与担当，也

让这座工业城市变成了充满创意与灵

感的绿洲。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阶段将

按照“五联”工作模式，探索完善“党委

领导、团委主导、社区主抓、青年参与、

社会协同”的“社区青春行动”工作机

制，打造 100 个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

示范社区、培育 100 个品牌引领、典型

示范的特色项目、培养 100 名扎根基

层、能力突出的社区青贤、孵化 100 个

管理规范、成效明显的青年社团。进一

步深化“社区青春行动”，让“团旗在社

区舞动、团徽在社区闪耀、青年在社区

建功”。

1 建平台
社区之事“青年议”

2 强服务
难事烦事“青年干”

3 链资源
幸福社区“青年建”

短评

让青春在社区绽放

相关 链接

县市区社区青春行动品牌掠影

荷塘区“团团心灵驿站”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醴陵市马放塘社区青春议事厅醴陵市马放塘社区青春议事厅

株洲市社区青春行动服务阵地株洲市社区青春行动服务阵地

“应该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让

青年和社区碰撞出各种火花，让社区更有烟火

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闵

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提

出建议。

视线拉回，远在“庙堂之高”的愿景已在“江

湖之远”的株洲成为现实。走进醴陵市马放塘社

区，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治理

的方方面面。该社区位于城区繁华中心地段，常

住人口达 1.5 万人，14—35 周岁的青年就占到

34％，社区变“青春”具有先天优势。

先看一个案例。“谢谢哥哥姐姐们，让我有了

一个崭新的家。”去年 5 月，醴陵市马放塘社区紫

荆苑小区的小学生邹邹高兴地对“社区青春行

动”志愿者说。原来，邹邹家境贫困，一家 5 个人

蜗居在 50 多平方米的老旧房屋里，家里堆满废

品，凌乱不堪。2021 年暑期，在社区开展的“七彩

课堂”活动中，邹邹描绘出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

希望自己家里更加干净、明亮。邹邹的心愿引起

了“社区青春行动”志愿者的关注。经过上门走

访，青年志愿者们决定帮助邹邹实现心愿：帮邹

邹家清洁卫生，并争取到了“团团希望小屋”项目

的支持，让邹邹家里焕然一新。

“社区青春行动”试点以来，醴陵市共青团主

动向社会筹资源、从青年中找帮手，让社区之事

“青年议”取得了显著成效。

打造一体式团青服务阵地。按照布局合理、

特色鲜明、氛围浓厚的要求，团醴陵市委对“青春

社区”进行合理规划，打造“青春社区”活动阵地，

形成党建引领下的“青年会客厅”，这里到处都有

团的元素、随处可以感受团的温暖。

推出一站式团青服务标准。推行“青春社区”

标准化 4S 服务，即用心服务、青年空间、青春舞

台、乐于分享。建立 15 分钟社区青年服务圈，为

社区青年提供学习、健身、休闲、社交、亲子互动

等各类服务，努力将社区打造为青年想来、爱来、

常来的青春团聚地。

组建一门式团青服务队伍。建立社区“公益

伙伴圈”，将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企

业、小区业主等资源“链接”在社区，吸纳 30 余家

伙伴单位、260 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了“团干

部+青年志愿者+爱心人士”的服务队伍，构建青

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共治体系，推动“青春社区”的

高效运转。

醴陵的生动实践，是株洲共青团积极搭建平

台，打造“管得宽”青春议事厅，实现社区生活“青

年议”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市“社区青春行动”的

持续推进，在 1387 名社区基层团干带领下，“青

春力量”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累计协助社区解决

物业管理、假期托管、停车难等问题 1323项。

纵观各地成功案例，“社区青春行

动”不是搞几场活动这么简单，而是要

通过活动吸引青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来，不当旁观者，主动成为社区事务的

热心人和治理创新的主力军。

荷塘区桂花街道阳光里社区就是

其中的典型。今年 2 月，经推荐申报、综

合测评、专业评审，该社区被省民政厅

确定为全省和谐社区示范单位。该社区

是一个新型的年轻化社区。解析其成为

全省先进的“密码”，“社区青春行动”无

疑是加分项。

引进“团团心灵驿站”等小区“微项

目”，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暑假期间

的“七彩假期”课堂，篮球、机器人、防溺

水、防霸凌等多样化课程，让小区的孩

子们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充实的

暑假。

荷塘区实施“小而实”的工作项目，

打造常态开展、长期坚持、群众满意且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项目品牌，赋予了

“社区青春行动”更丰富的内涵。

持续推进“微服务”、实施“微治

理”——

在服务青少年方面，以“流动青少

年宫”、“七彩假期”公益课堂为载体，常

态化开展兴趣培养、假期集中看护辅导

等服务，解决中青年家长的实际困难，

助力小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

在服务老年人方面，结合小区老年

人群体实际需求和区域内有效资源，发

动青年社会组织、中小学校，提供面向

老年人群体的精神慰藉、暖心陪伴、老

年教育等服务。

在服务困境人群方面，按照“精准

识别、精准施策、精准退出”的原则构建

多元参与的帮困体系，有序扩大覆盖范

围，整合实施帮困项目 26个。

同时，找准居民需求小切口，以筹

资筹劳筹服务撬动社会资源，持续实施

小区治理“微项目”，让社区居民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发挥株洲大同社工枢纽型

组织优势，积极培育青年社会组织，孵

化青年人才，以“四友小区”建设为抓

手 ，推 进 荷 塘 区“ 社 区 青 春 行 动 ”全

覆盖。

组建“帮得快”青春帮帮团，实现急

事烦事“青年干”。2023 年，全市 500 余

支志愿者服务队、2 万余名青年志愿者

深入社区，开展环境保护、文明实践、温

情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 1576 场，服务

社区居民 30万余人次。

不可否认，尽管青年是社区生

活中的重要人群，但在社会竞争压

力之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多被工

作挤占，加之缺乏社区参与的氛围

和机制支持，一些年轻人宁愿待在

家里也很少走入社区、参与治理。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城市

社区矛盾凸显，基层治理面临巨大考

验，迫切需要有活力、有想法、有能力

的青年参与。他们有活跃的社会网

络、更开阔的思维，能迅速集结身边

资源，无论是提升社区公共艺术品

位，还是创新举办有吸引力的活动，

抑或是探寻社区垃圾分类、停车管

理、养老看护等问题的解决之道，都

拥有其他群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他们发挥专业所长，在为社区

治理引入“活水”的同时，可以将基

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小区的每个

“神经末梢”。

株洲的“社区青春行动”，点燃

了青年行动意愿，理顺了青年行动

机制，探索了一条年轻人参与基层

治理的新路子，也让更多青春在社

区精彩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