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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完善党的领导机制
和支持保障

提高党建带团建实效。建立县级团
委向党组织推荐团的优秀基层工作骨干
机制。联合新郑市教育局，采取“四不两
直”工作法，对各直属学校团组织党建带
团建、队建工作开展督导。

2021年，新郑市委常委会研究共青
团工作 3次，团新郑市委向党委请示报
告 5次，新郑市委书记批示 5次、分管副
书记批示 3次；党建带团建、队建已纳入
党委巡察监督和党建年度考核，占比
3%，较2020年提升2分。

健全青年工作经费机制。在落实乡
镇（街道、管委会）团（工）委每年工作经
费不少于 2万元的制度性安排基础上，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按照辖区 6至 35
周岁户籍人口每人每年不低于 3元的标
准安排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经费，列入同
级年度财政预算。

完善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印发
《新郑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副市长双召集人制度，召开市级联席
会议，安排部署青年工作，强化单位之间
的工作对接、政策协同，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主责、共青团协调、各方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

落实推优入党要求。与组织部门联
合出台《新郑市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
施办法（试行）》《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基层
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使“推优”工作
逐步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
道，使共青团员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
员的主要来源。

2021年，新郑市 28周岁以下入党人
数 70人，经过团组织推优 51人，经过团
组织规范程序推优入党的优秀团员占28
岁以下新发展党员的比例达72.9%。

强化县域团教协作机制。成立新郑
市教育团工委，实行交叉任职。将党建
带团建、队建工作纳入学校党建工作考
核和责任目标考评，不断开创团教协作
新格局。

近日，新郑市在全国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工作中获评优
秀。2021年6月，团中央部署开展了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扩大试
点工作。河南省共推荐31个县(市、区)参与前期改革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试点地方县级团委机关各类工作力量由县均5.9
人增加至13.8人，社会领域团组织由县均514个增加至697个，试点
地方均将党建带团建工作情况纳入党建考核和党委巡察监督。

试点中，新郑市工作比较突出,经团河南省委评估推荐、团中央复
核，试点工作评估为优秀。经过长期努力，在全国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
改革试点县（市、区）终期评估中，新郑市获得“优秀”评估等次，开创了
新郑市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宋杰 文/图

本报讯 9月10日，恰逢第38个教
师节和中秋佳节“双节”并至，新郑市
首届“开学第一课”开笔礼活动在新郑
市考院博物馆惠济门广场隆重举行。
活动通过拜师敬贤、朱砂启智的古典
传统礼仪，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师
重教、尊贤尚德、尊老孝亲的优良传
统，以实际行动倡树文明新风，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院门前，《黄帝颂》传唱。百名
新生代表身着汉服，净手沃盥、正衣
冠，然后按照击鼓鸣智、敬拜业师、朱
砂启智、诵读经典、启蒙描绘、感恩父
母完成开笔仪式，在中华传统礼仪中
接受中华传统的洗礼。

新郑市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
为孩子们启智开蒙，在孩子们的心底
种下一颗崇德向善的种子，教会孩子
们感恩祖国、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感
恩社会，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鸿鹄之志、
争做时代新人，为党的基业长青培根
铸魂。

“从轩辕黄帝‘访贤拜将’到名相
子产‘不毁乡校’，从春秋时期郑国商
人弦高献牛智退秦师，到新时代各界
人士爱心接力、情暖故里，新郑从古至
今都在积淀着‘尊师重教、尊贤尚德’
的深厚基因，从古至今都在传承着‘大
爱为国、奉献社会’的美德善行，从古
至今都在涌现着‘热爱公益、热心慈善’
的先进典型。”新郑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市委办主任李峰在致辞中表示。
活动现场还对“最美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进行了表彰，并向代表颁发荣誉
证书。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新郑市在全国县域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工作中获评优秀

聚焦完善工作力量选配机制，破解
团干部队伍建设薄弱难题，高质量选优
配强团市委干部队伍。团市委机关专、
挂、兼职干部及其他工作力量总数达17
人，较改革前增加 10人，增幅 142%，团
市委机关干部配备率达100%，直属事业
单位干部配备率200%。

按照 1名书记、1~2名副书记、7~9名
委员标准配齐配强乡镇（街道、管委会）领
导班子。2021年，按照每村（社区）1名团
支部书记、2名团支部委员标准，选出村
（社区）团支部书记 296名、委员 594名，
其中 35岁以下 285人、女性 85人、在村
“两委”班子兼职214人，有效激发了基层
活力。

选派 15名优秀大学生任乡镇（街
道、管委会）团（工）委兼职副书记，为
296个村（社区）团支部配备大学生兼职
团干部，充实基层工作力量。改革后，
体制外工作力量增加路径达 7种，基层
团组织经常性工作力量总数达到 1744
名，比改革前增加 733名。社会领域每
万名14~35岁常住青年人口对应的团的
经常性工作力量为 101名，比改革前增
加42名。

全方位加强团干部一体化管理。
印发《新郑市团干部考核工作细则》，分
领域分层次对团干部进行考核监督。
聚焦完善组织设置和运行机制，破解组
织运行后劲不足难题。

全力做好全市各级团代表的联系、
协调、服务和管理等工作，使团代表履
职有方向、有保障、有路径。

截至目前，各基层团干部开展“用
脚步丈量青情”330余次，发现问题 256
个，现场解决 171个，持续解决 85个，搜
集意见建议 42条。依托青年之家提升
服务水平，现已建立 18家青年之家，以
青年之家为牵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
创业就业、志愿服务等多类活动。

扩大团的组织覆盖触角。2021年
新增社会领域团组织 439个、青工委
12个；按照“行业相近、业务相关、地域
相邻”原则，建立联合团支部 3个，在
青年集聚的教育、卫生健康、交通运
输、建筑等行业，成立教育、卫健、交
通、建筑、快递物流等行业团工委 5

个，有效推动相关行业共青团工作科
学发展。

增加团的覆盖类别。积极发挥青
年在乡村振兴中的青春力量，成立新郑
市大学生联盟，加强青年大学生与团组
织的密切联系，成立民办非企业青衿志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新增联系 14家青
年社团（社会组织）；有效联系指导青年
社团（社会组织）36家，相较改革前的 1
家，数量提升明显；新增2个覆盖体制外
青年的会员团体。

建立“‘青空间’——青少年阳光心
态塑造”“探寻历史根脉 感知文化新郑”
“小小讲解员”等9个品牌项目。同时，开
展温暖冬天系列活动，2022年募集资金7
万余元、物资价值5万余元，把组织的关
怀送到301名困难青少年的手中。

聚焦完善团员发展
和教育管理机制

把好“入口关”，确保团员团前管
理。落实少先队阶梯式成长激励制度，
在全市 300个村（社区）成立少工委，建
设“家门口的少先队”。

把好“优选关”，确保团员发展质
量。推进分批入队、推优入团、积分入团
制度，按照达标一批、吸收一批，最终完
成“全童分批入队”，实现从全员入队到
分批入队的转变。推行学生积分入团制
度，分类制定入团具体标准，从源头上确
保团员发展质量。2021年共发展团员
2220名，其中初中 1360名、高中 680名、
中职110名、社会领域70名，新发展团员
电子档案建档率100%，毕业学生团员组
织关系“学社衔接率”100%。

把好“教育关”，确保团员持续成
长。县域内36所中学和3所中职学校全
部建立中学团校，覆盖率 100%，其中新
郑市级示范性团校 6个，郑州市级示范
性团校 1个。连续 3年开展“返家乡”社
会实践活动。

以服务品牌助推组织运行更加高效

多维度充实各级团组织队伍力量

传承和弘扬尊师重教、尊贤
尚德、尊老孝亲的优良传统

新郑市举办首届
“开学第一课”开笔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