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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10 月 8 日

摇 摇 编者按: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始终是共青团的工

作主线, 也是作为生力军和突击队的重要体现。 在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中, 团北京市委坚决落实市委和团中央部

署, 结合党政要求、 民众所需、 团组织所能, 组建大数

据排查突击队、 招募核酸采样志愿者、 帮助青年解决

“急难愁盼冶 问题, 带领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

年积极参战、 冲锋在前, 有力彰显了政治本色和组织价

值。 现将有关情况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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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北京市委主动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在实战中彰显政治本色和组织价值

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团北京市委坚决贯彻市委和团中央

决策部署, 坚持主动作为, 注重发挥优势, 完善响应机制, 强化

能力储备, 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在属地党委

和政府统一指挥下, 结合党政要求、 民众所需、 团组织所能, 有

序、 高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在主动参战过程中强化 “三力协

同冶, 有效提升对中心大局的贡献度。

一、 坚持在大局中思考, 深刻认识共青团参与打好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的重要性紧迫性

1. 把主动参与疫情防控作为提高 “政治站位冶 的具体体

现。 团北京市委始终牢记 “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冶 的要求,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和团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

署, 围绕 “党委和政府需要什么, 共青团就干什么冶, 着力找准

职责定位、 发挥组织功能、 强化统筹协调, 建设一支首都疫情防

控战场上第一时间找得到、 用得上、 靠得住的突击力量, 切实避

免因思想认识不足导致作为不主动, 因组织动员不足导致应对不

及时, 因工作用劲不足导致作用不充分。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

管同志对共青团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评价各项

工作有效、 有力, 强调主动向属地报告请战、 纳入统一指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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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参与疫情防控的做法值得肯定。

2. 把主动参与疫情防控作为实现 “三力协同冶 的实战平

台。 团北京市委注重把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 “主战场冶 作为加

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 “大课堂冶, 着力在宣传动员中实现组

织发动、 在参与奉献中开展教育引领、 在帮扶解困中凝聚思想共

识。 仅 4 月以来, “青春北京冶 团属新媒体矩阵制作发布文章

600 余篇、 视频 110 余部, 用心用情讲好抗疫故事、 宣传抗疫政

策、 彰显制度优势。 广泛组织动员团员青年踊跃投身抗疫一线,

凸显生力军、 突击队作用。 摸排全市 9850 名困境青少年情况并

提供切实帮助, 12355 热线、 微信小程序心理援助服务 24 小时在

线, 依托 “红领巾云队课冶 等平台精准投放防疫知识普及、 居

家锻炼等 5 个系列 30 余节线上课程, 覆盖中小学生 600 万人次,

让广大青少年真切感受到党的关爱就在身边、 关怀就在眼前。

3. 把主动参与疫情防控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从严治团

成效的最好检验。 团北京市委坚持以严实作风参与疫情防控, 严

格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指导各团区委、 各战线团组织坚决服从属

地党委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调度指挥, 纳入所在区域统一行动。 工

作中着力避免泛泛提倡议、 简单作动员, 而是聚焦重点领域、 投

身基层一线, 谋实事、 下真功、 见成效。 依托 “小机关、 大外

围、 多平台、 事业群冶 工作布局, 多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花大

气力从市级层面创新整合社会资源, 年初疫情发生以来, 募集资

金、 物资合计近 2000 万元, 并全部向基层匹配下沉。 17. 2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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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干部及团员青年、 志愿者主动请战、 投身一线, 在担苦、 担

难、 担重、 担险中展现了清澈纯粹、 担当作为的精神气质和锐意

进取、 敢战能胜的青春形象。

二、 坚持在担当中作为, 不断深化提升共青团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参与度贡献度

1. 未雨绸缪下好 “先手棋冶, 制定工作预案, 健全指挥体

系。 团北京市委主动对标全市区级应对规模性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方案编制规范要求, 认真总结以往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不

足,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 制定形成 《团北京市委参与应对规

模性新冠病毒疫情应急工作预案》, 随时做好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在此基础上, 制定形成首都高校、 首都

志愿者参与应对规模性新冠病毒疫情专项预案, 联合市委社会工

委、 市民政局、 市卫健委等部门印发社区防控志愿服务、 核酸采

样志愿者招募等相关工作指引。 成立团市委参与应对规模性新冠

病毒疫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完善市、 区两级团组织联动机

制, 市级层面发挥统筹调度协调作用, 全面整合资源, 提供信息

化平台支撑; 各团区委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主动纳入当地指挥体

系, 实现全团联动。

2. 发挥优势打好 “主动仗冶, 主动报告听指挥, 专项任务

有作为。 团北京市委注重发挥组织化动员优势和社会化动员特

色, 在做好宣传鼓劲、 帮扶解困等传统领域工作基础上, 按照全

市统一部署和属地党委调度安排, 深度参与涉疫风险人员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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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 核酸采样志愿者招募等多个专项任务。 市社区防控组、 市

检测检疫组对相关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认为全市共青团行动迅

速, 及时提供人力、 智力、 资源支持, 充分体现了围绕中心、 服

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感和担当作为精神。 一是组建高校学生大数据

排查突击队, 有效解放基层一线工作力量。 搭建全市 “校地对

接冶 平台, 推动 47 所高校组建 67 支高校学生 “涉疫风险人员大

数据排查突击队冶, 储备工作力量 11836 人。 累计组织 18 所高校

突击队 8819 人次, 排查数据信息 146633 条。 二是联合招募核酸

采样志愿者, 解决现实痛点难点问题。 依托 “志愿北京冶 信息

平台开展核酸采样志愿者招募工作, 不到 48 小时报名人数即突

破 3 万人。 依托北京志愿服务基金为核酸采样志愿者提供志愿者

保险 (含疫情险), 做好志愿服务时长登记等保障服务。 三是动

态感知大学生群体思想状况, 有效回应 “急难愁盼冶 问题。 聚

焦学生对校园防控态度、 热点事件观点、 现实困难诉求等主题,

开展 5 轮滚动调研, 覆盖高校 93 所, 访谈师生过万人次, 研判

预警潜在风险, 为市委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制定下发

《疫情期间首都高校共青团做好学生关心服务工作指引》, 切实

解决好学生的 “急难愁盼冶 问题。

3. 常态待命当好 “机动队冶, 关键时刻拉得出来, 应急保

障冲得上去。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团北京市委即以机

关、 事业单位干部为主体组建 200 人的专项突击队, 常态化待命

承接市委交办的相关专项任务, 先后参与境外抵京人员集散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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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集中观察点督查、 核酸检测点现场秩序检查等多项任务, 成

为一支组织信任的可靠机动工作力量。 本轮疫情爆发以来, 在市

社区防控组直接领导下, 迅速组建 167 人的突击队, 以小组为单

位 24 小时 “三班倒冶, 暗访检查相关区域社区 (村) 卡口设置、

人员值守力量等情况, 累计参与检查 3359 人次, 检查社区 (村)

6232 个, 发现上报问题 1705 个。

三、 坚持在实践中优化, 不断强化能力储备, 切实增强应急

处置水平

团北京市委坚持 “平战冶 结合, 在总结工作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人员储备、 技能提升、 平台完善和组织协同, 真正做到召之

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1. 优化人员储备。 重点依托机关、 事业单位干部, 拓展组

建 500 人的团干部常态化应急工作力量; 以 “志愿北京冶 实名注

册志愿者为基础, 储备一支不低于 30 万人并 “以居住社区

(村) 为单位精准落位、 以日常项目为依托保持粘性、 以实践锻

炼为平台提升能力冶 的常态化应急志愿服务保障力量; 从首都高

校招募储备一支不少于 500 人的多语言志愿服务常备力量, 可随

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提供语言类服务; 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大

学生志愿者为基础, 组建一支常备力量不少于 2000 人的首都高

校志愿者疫情防控突击队。

2. 注重技能提升。 开发疫情防控能力提升示范性培训课程,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面向广大志愿者群体, 有针对性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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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类做好通用培训、 专业培训和岗前培训, 不断提升志愿者的

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 推动平台完善。 重点依托 “志愿北京冶 信息化平台支

撑, 继续推动 “团员回社区报到冶 成为志愿者, 基于地理区域

分布, 梳理活跃志愿者情况, 准确掌握可发动的志愿工作力量,

继续做实以社区 (村) 为单位精准落点落位, 为应急状态下实

现快速就地发动、 实时转化, 做好日常涵养和平台保障。

4. 强化组织协同。 进一步构建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与社区

(村) 团组织有效联动的基层青年组织体系, 把志愿服务打造成

为基层团组织最具普遍性、 影响力的工作载体和抓手, 创新服务

项目供给, 优化青年参与路径, 切实增强基层组织粘合度和活跃

度, 拓展基层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实现实践育人与服

务大局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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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10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