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

育、人才的战略支撑，上海在这方面要当

好龙头，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迈进。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

命感的尖端人才，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

创造良好条件。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抢占科技发

展制高点。上海正在奋力以科技创新推

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历史主动、积聚新动能、跑赢新赛

道。科创青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

量。他们有甘坐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

也有不怕失败敢于挑战的冲劲与激情，

更有走出长三角、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果

敢与雄心。

从事科研工作，就得耐得
住寂寞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导

航卫星总体研究所第二党支部书记、总

体室主任李绍前和北斗“磕”了10年，彼

时，他和团队面临着北斗系统“0的突

破”——建造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

他们通宵达旦铆在实验室，经历了

大大小小各类实验，最终突破了十余项

关键技术，实现了北斗星座的信号流、时

间流和信息流的全要素仿真。2015年3

月，我国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发

射成功，拉开了我国北斗全球系统组网

建设的序幕。

李绍前仍记得最早投身于北斗研发

的原因：要让人们日常出行更便捷。这

份志向始终没变，他和团队希望能够助

力建设国家综合定位导航体系，持续推

进系统升级换代。“这条道路对所有北斗

人来说也是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不会退

缩，将继续践行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

众一心、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

中国青年智慧，登上世界
大舞台

长宁区利西路100号，穿过蜿蜒小

巷，一座小楼现出真容——这里汇聚着

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脑”，是西井科技

的所在地。

作为一家上海本土企业，总裁章嵘创

业时想到，人工智能技术能帮助人类实现

更美好的生活。西井科技在2017年开启了

海港领域的第一次人工智能应用尝试——

智能理货系统。

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周边，这也逐渐成

为西井科技的生存方式，在长三角区域整

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

合。在上海的西井，正在跑出国际速度。

其产品及服务已落地全球18个国家和地

区，服务160余家客户。

2018年，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中

国诞生。这背后就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灵长类生殖工程研

究组组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真及团队

的努力。随后，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登

上生命科学领域顶尖期刊《细胞》封面，意

味着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了用体细胞克隆

技术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题。“我们的

目标不只是一步领先，而是要步步领先。”

栽出更大的树，Z世代贡献
新力量

因为热爱，科研这条道路上，有了更多

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不计回报、潜心向前。

上海正推动数字化转型，美团通过零售加

科技的方式，为传统行业做一些信息化升

级赋能，95后、美团点评事业部技术部算

法工程师曲珊就是“穿针引线”的人，“希望

能尽我所能以算法为引擎驱动上海的创新

之轮。”

南海北部约3.5公里的深海平原，“海

铃”悬垂，海水轻抚，静听寰宇。这是“海铃

计划”的“根据地”：在海底打造一台全球性

能最强的中微子望远镜，通过捕捉高能中

微子解答宇宙射线起源等谜题。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博士生

黄惊涛就是课题组的一员，他所做的就是

“海铃计划”的“关键轴”，即负责中微子望

远镜模型建造。比起赴南海现场采集数

据的科研人员，黄惊涛的工作很难“幕

后”，但这个“00后”仍旧乐此不疲。“虽然

我们做大型装置，难以很迅速取得实验成

果，但我们已经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足

够栽一棵更大的树。”

抢占发展制高点，
科创青年剑指世界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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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们来到一座城、喜欢一座城、扎根一座

城，归根到底是因为这里能够追逐梦想，拥有无

限可能。上海正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用心打

造青年为之向往、皆有可为的希望之城，着力为

青年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更好服务，创设

更多创新创业的空间，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场

景，帮助青年解决成长成才、就业创业、安身安

居等急难愁盼。

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来，上

海共青团坚持“实”的导向，发扬“严”的作风，有

力有序推动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通过为青

年解决急难愁盼，推动学习实践成果得到有效转

化，进一步凝聚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

拧成一股绳，青年建功联盟
联动未来

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离不开青年拧

成一股绳。以团青浦区委为例，通过整合各类

资源与队伍，联合四地成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跨界水体共保联治团建联盟。

联盟成立初期，由于地区之间差异，参与建

设的25家团组织各抒己见。为了奏响“协奏

曲”，联盟建立定期的协调会议机制，促进沟通

协作。还提出加强信息共享机制、优化资源配

置等“金点子”。

联盟产出成绩单。比如，水务相关团组织

依托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持续完善青

（浦）、昆（山）、吴（江）、嘉（善）四地“五个联合”

工作机制，即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合监测、联

合治理、联合执法，使得示范区和相关流域水环

境面貌得到了相应改善。

今年，联盟也定下2024年计划表：组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水体共保联治”青年突

击队，在水生植物打捞、河湖健康评估、水鸟栖

息地调查研究、渔业资源保护等方面展现青年

担当，并开展“示范区碧水守望”志愿服务行动。

长三角区域绿色生态共保联治建功联盟，

是青年们集中智力、共创新思路的生动体现。

上海共青团持续深化队、号、手、岗、赛、盟、团

“七位一体”建功育人体系，围绕三大先导产业

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逐步组建集成电路芯片设

计、生物医药合成生物学、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长三角区域绿色生态共保联治、临港新片区压

力测试等青年建功联盟。联盟的出现，让青年

有了更多施展才干的舞台。

同时，上海共青团依托“长三角青年企业家

高峰论坛”“长三角名校长交流活动”等合作交

流机制，推动青年主动融入，助力长三角地区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

从祖国大地到世界舞台，
绽放青春身影

天籁之音穿越山水，牵起师生的心。华东

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大三学生陆子维仍记得去年

在金寨县希望小学参与实地支教时的情景。一

堂朗诵课上，孩子们童真而又努力的双眼，直抵

这位青年的心。“我想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

界，这份支教经历将成为我一生的回忆。”

近年来，上海共青团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和

对口协作，让青年在祖国大地发光发热。尤其

是，推进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招募派遣21名

赴滇志愿者、148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和研支团志

愿者143人，深化与福建三明、安徽六安共青团

对口合作。通过开设“希望网校”项目，让近一

万人次学生受益。同时，落实全团支援西藏精

神，组织上海青年医学专家赴日喀则开展医疗

卫生帮扶活动。

不仅如此,上海共青团与各行各业展开合

作，助力青年投身乡村振兴。通过开展“青耘中

国”助农直播活动，收获总共8万余单订单，销售

总额达782余万元。还与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

作，为近900户涉农青年提供信贷支持。

去年底，甘肃地震牵动人心。团市委、市青

联、市青基会联合发起“2023希望工程甘肃临夏

州救灾特别行动”，募得捐款160余万元，向甘

肃、青海划拨抗震救灾款160万元，捐赠羽绒服、

口罩等防护物资价值44万余元。

青年将知识与才华播撒到祖国大地，也让

世界看到上海青年的飞扬青春。每届进博会

上，身穿红白制服的青年志愿者，成为“四叶草”

亮丽的风景线：场馆“活地图”、展台“解说员”、

空间“引导员”……上海共青团持续擦亮进博会

“小叶子”品牌。

以第六届进博会为例，上海42所学校5725

名会期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党、团员比例超过

85%。上海团市委成立34个志愿者临时党组织、

113个临时团组织，将进博会打造为沉浸式的实

践育人平台和思政教育第二课堂。进博会期间，

还制定理论学习排片表，共开展各类学习活动

近260场。邀请近30位高校党政领导、组织10余

所高校团委书记开设“四叶草里的微党（团）课”。

配发“党（团）员示范岗”台卡、“党（团）员先锋岗”

臂章，组建74支“青春进博”青年突击队，引导青

年在进博服务岗位上挺膺担当、争做表率。

常态化机制保障“青年力”，
与城市双向奔赴

这两天，小学生爱心寒托班正式开班。从

本月22日至2月2日，上海16个区将开设229个

办班点，预计服务小学生超1万人次。这是上海

首次开办寒托班，旨在引导和帮助小学生度过

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寒托班的创办，离不开多年来上海共青团等部

门对“看护难”问题的持续关注。自2014年起，上海

开办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为暑期小学生提供

公益性看护，至今累计办班3504个，服务小学生34

万人次，8万余名大中学生志愿者在暑托班的社会

实践中成长。暑托班已连续十年成为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2023年首次被纳入上海市民心工程。

聚焦青年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上海正

全力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青年与城市“双

向奔赴”。上海共青团积极推进“上海青少年‘活

力创城’五年行动计划”，推出青年创新、安居、就

业、健康、婚恋5项服务计划，打造首批50家上海

青少年创新实验室。

上海共青团聚焦青年成长成才方方面面，为

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积极参与大学生就业工作。

制定《上海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若干措施》，

举办“千校万岗 ·就业有位来”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暨共青团服务2024届高校毕业生全团首场招聘

会，组织471名团干部与1677名2023届低收入家

庭毕业生结对，已帮助1383名结对毕业生获得就

业录用通知，筹措6654个实习岗位、吸引近万名大

学生进行政务实习和企业见习。同时，联合相关

企业开展“万名大学生技能提升行动”。

在困境未成年人帮扶方面，上海共青团推动

实施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公益项目“萤火虫

点亮计划”，被纳入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已完

成首期100间“追光小屋”改造。连续第四年开展

上海共青团圆梦微心愿行动，发动广大团干部和

青联委员认领3300余个“微心愿”，筹措资金100

万元。还开展“爱心上海”困境青少年帮扶行动，

发放1200份爱心礼包，持续提供在线学习和心理

辅导等暖心服务。

2024年，上海共青团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

度机制，不断创新丰富学习与实践形式，分层分类

开展差异化思想引领；将理论学习与日常宣讲交

流、岗位建功、服务青年等工作有机融合、一体

推进，深入挖掘团组织典型做法，积极营造良

好氛围。同时，将着力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让青年真切感受党的关怀和温暖，

引导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以更

强烈的自觉、更务实的举措、更有力的行

动，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上海共青团为青年解决急难愁盼，推动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有效转化，进一步凝聚服务成就青年——

青年发展型城市，让青年逐梦圆梦

凝聚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绽放青春力量

上海建工

青年用笃行深

耕，助力浦东机

场四期工程建

设行动，为建设

国际航运中心

贡献力量。

(团市委供图)

自2014年起，上

海开办上海市小学生

爱心暑托班，团员青年

为小学生提供公益性

看护。（团市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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