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湖北科技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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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团委：

现将《共青团湖北科技学院委员会 2025 年工作要点》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共青团湖北科技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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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搭建“五大平台”，实施“五大

行动”，推进“五大工程”，力争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全国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努力开创学校共青团事业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实施“思想铸魂”行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

1.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团员和青年主题教

育，以“百生讲坛”为载体，以“五进五讲”为形式，打造

“悦学习·跃青春”系列思想引领核心品牌，“线上+线下”

互动式奏响理论宣讲的“多重曲”，让青春之“小声音”汇

聚成理论思想之“大力量”，开展主题宣讲 100 余次，举办

示范团课 10 余场，在青年中掀起理论学习热潮；评选校级

优秀主讲人 10 人，推选省级优秀主讲人 5 人。

2.提升网络思政育人实效。构建“互联网＋共青团”工

作格局，拓展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打造 10 个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网络文化产品，筑牢湖科青年价值追求的精神高地。

实现全年团的工作在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 50 余次。

3.着力打造思政文化项目。创作开发“音乐团课”思政

品牌项目，以青言青语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传递给青年。原

创摄制大学生微电影、思政课公开课作品 2 部，提高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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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充分展示大学生思政课学习成果。

4.选树培育青年先进典型。深度参与“两红两优”典型

选树及示范引领活动，开展“致敬新时代·湖科青年说”优

秀学子报告会 10 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二、实施“实践建功”行动，动员青年挺膺担当

1.深化社会实践育人行动。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上

好“行走的思政课”和“一线专业课”，组织动员不少于 150

支团队、10000 名师生暑期深入基层、躬耕实践，推动构建

政府、社会、学校协同联动的“实践育人共同体”，真正实

现青年自身有成长、人民群众有受益、实践育人有成效。在

省级、国家级社会实践评选表彰中，实现新的突破。

2.推动志愿服务扩面提质。坚持组织化、项目化、品牌

化目标，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1000 场，参与志愿

者不少于 2 万人次，新增校外志愿服务站点 20 个。深入推

进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计划，组织动员不低于 35%的团支部

踊跃参与。与团市委共建青年志愿者学院，面向全市开展志

愿者培训交流、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

在省级公益创意大赛、社区计划大赛中，力争获得金奖。

三、实施“文化浸润”行动，促进青年全面发展

1.扎实做好“思政课”建设大文章。聚焦青年需求，丰

富育人链条，构建“五节二会”文化活动体系，举办“五四

表彰大会暨青春思政课、迎新晚会暨美育思政课、实践锻造

暨行走的思政课、新年音乐会暨艺术思政课”等思政品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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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品牌化打造。

2.推动校园文化蓬勃发展。深入推进“一院一品”“一

社一品”文化工程，开展校园龙舟赛、湖科好声音、湖科朗

诵者、揽月舞蹈大赛等多元化、多渠道、多维度的五育活动，

打造昂扬向上、文明高雅、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依托大学

生艺术团，积极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艺术实践活动普及行

动，进一步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

四、实施“科创驱动”行动，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1.精心组织“挑战杯”竞赛。着力提升学生科技创新素

养能力，对标省赛、国赛要求举办校级“挑战杯”选拔赛。

认真做好湖北省“挑战杯”大赛作品推报、培训辅导和组织

备赛等工作，校院两级赛事参赛学生数与参赛项目数同比提

升 30%，力争获得省级金奖，实现量质齐升。

2.扩大科创活动的有效覆盖。大力推进“学在湖科”育

人品牌建设，举办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节营造浓厚的科技创

新氛围，举行“揽月大讲堂”普及创新创业知识，引导和激

励更多学生积极投身学术科技创新实践。

五、实施“强基赋能”行动，凝聚青年服务大局

1.持续开展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加强基层团支部建设，

着力培育一批运行规范、工作突出、示范引领强的优秀团支

部，并辐射带动更多团支部共同发展。打造“五星级”团支

部 20 个，激发基层团支部活力，使基层团组织的“三力一

度”明显提升。

2.纵深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举办学校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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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青马工程”培训班，加强集中教育培训，健全日常管理

机制，强化后续跟踪培养。实施青马学员“揽月计划”，通

过开展政务实习、建设青马驿站、组织专题调研，强化青马

学员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基层治理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

最前沿挺膺担当。

3.着力完善权益服务保障工程。构建团学组织协同格局，

规范召开第七次学代会，发挥学生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深

化“我为同学做实事”实践活动，帮助解决各类问题不少于

200 件；策划一批“小而实”的服务项目，服务师生不少于

5000 人，打通服务学生的“最后一百米”。切实把“青年之

家”阵地用好用活，形成一批有示范引领性、特色个性化、

青年反响好、社会影响力大的“青年之家”活动项目品牌。

4.扎实推进“第二课堂”助力工程。健全完善“第二课

堂成绩单”制度，整体设计第二课堂活动内容、项目供给、

评价机制和运行模式，有效构建第二课堂“课程项目、记录

评价、数据信息、动态管理、价值应用”等五大体系，积极

推进第二课堂“五育并举”育人模式，以有力有形推动“第

二课堂”见行见效。

5.不断夯实团建强基固本工程。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

课”制度，规范组织生活、对标定级、学社衔接等举措。深

化社团改革，全面实行“学校-学院-社团”三级联动管理制

度，实施“星级化”评定，打造 10 个五星级社团。创办第

一届青年团校，举办领航班、青骨班、青团班等八类团校培

训班，全年培训不少于 50 场次，覆盖 500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