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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5 日

建联动机制 强内容供给

——广州“青年之声”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网上共青团工

作系列部署，按照“共青团＋互联网”的工作思路，集中力

量推广应用广东“青年之声”互动社交综合服务平台，把直

接服务青年的各类项目、活动、资源、线下阵地等集中投放

在平台，规模化、扁平化服务青年。

按照团中央和团省委统一部署，广州共青团依托平台

“找活动”、“找帮助”、“找咨询”等主体功能，从体制

机制、内容供给、线上线下融合、团内外资源融合等方面入

手，持续强化平台的服务能力和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截至今

年 3 月底，注册用户数 45.5 万、问答数 36.2 万、活动发布

数 754 个、接通“青年之家-青年之声线下服务站”442 个、

受理并解决青年求助数 135 例，平台影响力指数长期位居全

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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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科学运营机制，形成各战线各级团组织联动格

局

“青年之声”是一个整合的平台，必须打破各战线、各

层级之间的壁垒和分割，形成工作联动和资源整合机制，集

中承载有效服务青年的活动、项目、阵地和资源，才有可能

不断拓展提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按照这一工作思路，广州

共青团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在团市委层面建立专项

工作项目组。成立了由团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广州网上

共青团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人专职专岗统筹推动全市各战

线团组织开展“青年之声”应用推广工作。在广州团市委，

每个部门都承担了“青年之声”建设的具体分工，都指定了

一名部门骨干兼任“青年之声”联络员，重点执行本部门本

战线工作和“青年之声”平台的融合，网上共青团工作领导

小组每月考核各部门的“青年之声”建设分工的执行情况。

二是在各区团委形成联动效应。开展“青年之声”平台运营

拉网式培训，帮助各级团组织掌握平台应用推广的方式方

法，培训覆盖全市各区团委、各高校团委、各企业团委、志

愿驿站、青年地带和社区少年宫、青年社会组织等的相关负

责人 1500 余人；印发《关于做好“青年之声”平台运营工

作的通知》、《关于开展“青年之声”平台运营培训工作的

通知》等系列工作文件，促进全市各级团组织形成联动格局；

指导白云、南沙、花都等区团委组建了专项平台运营队伍，

通过策划专项讲座、对外宣传主题活动推广“青年之声”；

推动海珠、越秀、从化、黄埔等区团委联动当地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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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安局、区人社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将其吸收为

“青年之声”平台组织用户，共同为青年线上答疑、解决实

际困难、提供便利服务。

二、强化平台内容供给，推动平台与共青团工作全面融

合

一是梳理团内资源。依托平台“找活动”、“重磅项目”

模块，将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婚恋交友、春运直通车、冬日

暖阳等共青团组织的各类直接服务青年的优质项目和活动，

集中投放在“青年之声”平台，在线接受青年报名参加、评

价和评论等，全程公开化透明化；依托平台“找咨询”模块，

结合新媒体运营及舆论引导工作，用广州青年之声、广州共

青团在平台的官方账号设置话题，带动用户讨论。二是拓展

青年社会组织资源。结合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及培育工作，吸

纳广州市青宫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等 200 余家社会组织成为广

州“青年之声”平台组织用户，依托平台发布和组织有吸引

力的活动及服务等，在帮助平台对接和满足青年个性化、多

样化需求的同时，为青年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探索“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推动平台和“青年之

家”全面融合

一是制定“青年之家”建设标准，推动线下阵地全部线

上化。将“优化梳理‘青年之家’的服务供给、服务时段、

服务承载能力等并公布在‘青年之声’平台，在线接受青年

用户预约申请；在‘青年之声’平台发布‘青年之家’举办

的活动并完成活动闭环”等内容，写入《“青年之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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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推动全市 23 个“青年地带”、25 个“社区少年宫”

等线下阵地全部实现和“青年之声”平台的实质连通。二是

建立“青年之声”省市线下服务总站。去年 10 月初，团省

委、团广州市委依托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建立了“青年之声省

市线下服务总站/青年之家广州总部”，在保留市青宫青年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原有咨询前台、社工工作功能区的基础上，

进行了场地装修和硬件改造工作，配备专职团队，整合原青

宫 12355 热线工作室专职社工在大厅前台值班，依托“青年

之声”平台建立线上服务受理、转介处理、跟进反馈的服务

管理流程，设置“12355”心理咨询、法律咨询、个案转介、

活动咨询及报名等 4 条分线更好服务青年需求。三是推动基

层团组织打造市级示范站。指导南沙区于去年底建立“青年

之家—青年之声线下服务站”市级示范点，同时作为南沙“青

年之声”线上运营总部，24 小时向青年免费开放，立足团的

元素，植入视听互动、休闲娱乐等媒介，为青年提供线下交

流、参与共青团服务项目的固定场所，组建“1 名团干部+4

名青少年事务专职社工+7 名专职运营骨干＋20 名志愿者”

的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等工作。按照南沙模式，推动全市 11

个区级团组织打造“青年之家—青年之声线下服务站”市级

示范点。

四、借力团内外资源做实社会推广，提高平台社会知晓

率

一是与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主流媒体，今日头条、凤

凰网、网易新闻等互联网企业以及高校网络论坛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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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依托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线下依托“志愿驿站”“青

年地带”等“青年之家”实体阵地，并在全市公交车站开展

广州“青年之声”宣传推广，提高平台在青年中的知晓率。

二是联合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开展“FM102.7 广州

青年之声”电台节目，每周日下午 17：30 在广州汽车音乐

频道播出，邀请各类嘉宾老师一起讨论青少年情感婚恋、就

业实习、创新创业、公益志愿、心灵对话、学习成长等各个

领域的问题，截至今年 4 月 2 日，已录制播出 27 期，打造

专属青年人的声音家园。三是常态化依托全市团组织新媒体

矩阵推广宣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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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团中央办公厅，林少春同志、邹铭同志；

发：各地级以上市团委；

送：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党委、政府分管与

联系共青团工作的领导。

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