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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元市委文件
广青办发〔2017〕12 号

共青团广元市委
关于印发《共青团广元市委关于深化“1+100”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县区团委，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团委、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

园区团委，市直属团（工）委：

现将《共青团广元市委关于深化“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

青年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部署，

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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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 春 马庶然

联系电话：0839-3268446

共青团广元市委

201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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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元市委
关于深化“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

青年工作的实施方案

根据改革攻坚、从严治团的总体部署，按照《共青团四川省

委关于深化“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实施方案》（川

青办〔2017〕15 号）要求，进一步深化我市“1+100”团干部直

接联系青年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在继续抓好找到人、联系上、提高

工作覆盖度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到提高青年参与度、联系引导

活跃度上来，实现从联系青年向活跃工作转变、从活动交流向有

效服务转变、从制度约束向行动自觉转变，更好地与“一学一做”

教育实践、“青年之声”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深化“1+100”

工作，提高工作满意度，增强青年获得感。

二、主要任务

（一）团的领导机关

1.建立团的领导机关工作小组机制。各县区团委要参照团市

委做法，组建由团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

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的“1+100”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制

定“1+100”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通报、检查和考核制度，加强



—4—

资源整合和工作推动。

2.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五个一”工作机制。市、县两级团的

领导机关，每季度应集中开展不少于 5 次直接联系青年工作，包

括：一次机关开放活动、一次共青团与青年面对面活动、一次集

中志愿服务活动、一次“1+100”工作分享活动、一次自主设计

的联系青年的集体活动等。要积极组织机关干部所联系的青年参

加到活动中来。第二季度机关开放活动统一在五四期间集中开展。

3.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活动。党的

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后，结合“青春喜迎十九大·不

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由市、县两级级团的领导机

关统筹，推动开展“1+100”工作的所有专职、挂职、兼职团干

部走进基层，以分享会、团课等形式开展宣讲活动。

4.“最美青春故事”分享活动。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通

过各类形式，重点聚焦团内团外选树的相关先进典型，自下而上

寻找、认定一批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团干部典

型。

5.“1+100”团干部集中服务青年月活动。市、县两级团的

领导机关组织团干部广泛开展服务青年工作，与“协管考核”、

“走基层”、“暖冬”等工作活动有机结合，为青年送去团组织的

关心和温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

6.推动与“青年之声”等重点工作融合和资源对接。“1+100”

管理系统手机端建有“青年之声”和“微心愿”平台，市、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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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建立协调机制，广泛整合资源，指导团干部积

极参与，帮助更多青年实现“微心愿”。

（二）团干部

1.建立团干部“五个一”工作机制。专职、挂职团干部每 2

个月开展不少于 5 次活动，兼职团干部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5 次活

动。比如：为贫困地区青年办一件实事、组织或参与一次志愿服

务、组织或参与一次文体活动、与联系青年开展一次谈心谈话、

一次自主设计的联系青年的活动等。

2.联系指导一个基层团委（团总支）开展教育实践，全程参

与一个团支部的教育实践。所有专职团干部和团的领导机关挂职、

兼职团干部选择“1+100”工作中所联系的一个基层团委或团总

支，对其开展的教育实践进行指导。确定所联系基层团委或团总

支中的一个支部，全程参与教育实践各项工作。与团员一起学习

总书记讲话、一起参加组织生活会、一起重温誓词、一起开展志

愿服务、一起参与网络主题团日活动；指导开好组织生活会、组

织自查整顿、评选先进典型、创建团员先锋岗（队）等工作；为

团员讲一次主题团课。要在参与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做好联系、服

务、引导团员青年工作。指导参与基层团组织“一学一做”教育

实践的有关工作，可纳入“五个一”工作内容。

3.用好网络社交媒体。团干部要充分运用微信、微博、QQ

等网络社交媒体建立与青年的日常联系，实现联系青年线上日常

有声音、有互动、有话题，并依托团中央官微推广使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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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

三、推进步骤

（一）团的领导机关

4 月，团市委成立机关工作小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明确工作任务及分工安排。

4 月至 12 月，推动与“青年之声”等重点工作融合和资源

对接。

4 月至 12 月，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完成每季度的“五

个一”相关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期“1+100”干部交流分享会。

5 月至 9 月，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开展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宣讲活动。

7 月至 12 月，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开展“最美青春故

事”分享活动。

9 月至年底，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组织开展团干部十九

大精神宣讲活动。

明年元旦、春节前后，市、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开展“1+100”

团干部集中服务青年月活动。

（二）团干部

4 月，团干部要登录使用管理系统手机端（操作方式见附件

3），并组织所联系的小伙伴全部关注团中央官微、登陆系统手机

端。在电脑端的所有功能均可在手机端实现。

4 月至 9 月，团干部要联系指导一个基层团委（团总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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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全程参与一个团支部的教育实践各项

工作。

4 月至 12 月，专职、挂职团干部和兼职团干部分别完成每

两个月或每季度的“五个一”工作。

四、相关要求

1.定期通报。团市委将以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个人积分、“五

个一”工作机制、“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和集中活动落实情况等

为主要依据，对全市各级团组织“1+100”工作情况实行日常排

名、季度通报制度。同时，结合大力从严治团和“一学一做”教

育实践督导，采取电话抽查、实地检查、委托调查等形式，掌握

工作的真实度、活跃度和青年满意度，并向各地反馈情况。

每季度末月 20 日前，各县区团委将本地各级团组织和团干

部“五个一”工作落实情况（包括完成情况统计、做法、经验、

存在问题、下步工作安排等）、“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和集中活动

落实情况等报团市委组织联络部。

2.考核激励。把“1+100”工作纳入全年重点工作考核内容，

根据系统数据、季度通报、日常检查等情况，团市委在年中和年

底分别对各县区团委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把“1+100”工作情况

作为优秀团干部评选的基本条件，不合格的团干部不能参评。

3.纪律要求。全市各级团干部要切实把直接联系青年作为基

本职责、基本任务和基本制度，联系指导和参与好“一学一做”

教育实践，落实好“五个一”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全团集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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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开展网上联系，努力做青年的知心人、贴心人、引路人，

决不允许出现违背青年意愿，强迫青年配合参与的情况。全市各

级团组织要抓好工作统筹，为团干部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对

于团干部联系青年的数量、开展活动的频次不能层层加码。对工

作中出现消极应付、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团组织和团干

部，将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

1.团市委机关“1+100”工作任务分工

2.2017 年度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考核项目及依据

3.“1+100”数据管理系统手机端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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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团市委机关“1+100”工作任务分工

按照《共青团四川省委关于深化“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

青年工作的实施方案》（川青办〔2017〕15 号）相关要求，团市

委成立了机关“1+100”工作组，并进行了工作分工，具体如下：

1.建立通报、检查、考核制度；开展定期通报和考核激励工

作。

实施部门：办公室、组织联络部

2.每个季度机关开放活动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办公室、组织联络部

3.每个季度共青团与青年面对面活动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办公室、组织联络部、活动指导部、志愿者工作

部

4.每个季度“1+100”工作分享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组织联络部

5.每个季度集中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志愿者工作部

6.每个季度自主设计的联系青年集体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活动指导部

7.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活动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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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工作；“最美青春故事”分享活动广大组织实施工作；与

“青年之声”工作融合和资源对接；相关活动宣传报道工作。

实施部门：办公室、活动指导部

8.“1+100”团干部集中服务青年月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实施部门：志愿者工作部

9.协调机关团干部指导参与基层团组织“一学一做”教育实

践有关内容。

实施部门：组织联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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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度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
考核项目及依据

一、考核项目及分值（100 分）

1.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及落实情况（20 分）

（1）团的各级领导机关每季度“五个一”工作机制落实情

况（10 分）。

（2）团干部“五个一”工作机制落实情况（5 分）。

（3）团的领导机关工作小组机制落实情况（5 分）。

2.全团集中活动开展情况（20 分）。

（1）团的领导机关集中开放日活动（5 分）。

（2）团干部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5 分）。

（3）“最美青春故事”分享活动（5 分）。

（4）“1+100”团干部集中服务青年月活动（5 分）。

3.考核评估制度建立情况（10 分）。

重点考察县区团委是否建立起通报、检查、考核等制度。

4.团干部开展工作总体情况（50 分）。

考察各县区使用“1+100”数据管理系统的团干部数量、联

系青年数量、开展联系青年活动情况、使用管理系统手机端联系

服务青年情况、指导参与“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情况，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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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团干部、专职团干部工作情况。

二、考核依据

1.管理系统数据。既看工作积分，也看团干部填报日志的质

量、开展活动的真实性和实际效果等。

2.报送材料情况。各县区团委按期报送“五个一”工作机制、

全团集中活动落实情况等工作材料。

3.抽查检查情况。通过电话抽查、实地检查、委托常态化下

沉基层干部调查等所掌握的情况。

4.媒体宣传情况。各地团属媒体及主流媒体对“1+100”工

作宣传报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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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00”数据管理系统手机端操作指南

1.账号登陆。关注“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

栏选择“青年之友”选项，进入登录界面。同时也可关注“四川

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选择“团团之家”选项，然

后点击“1+100”，进入登录界面。团干部选择“团干部登录”窗

口输入用户名、密码（与网站一致）登陆，小伙伴可选择“小伙

伴登录”窗口输入本人手机号登陆。

2.核心功能。

团干部端：定位为团干部开展工作的重要平台。团干部通过

手机端可以随时记录联系青年情况、了解青年诉求、发起活动讨

论、推送文化产品。

小伙伴端：定位为青年反映心声诉求、提出意见建议、获取

文化产品的专属渠道。小伙伴可以向熟悉的团干部反映问题和困

惑，提出自己的“微心愿”；可以对团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团干部进行评价；还可以从中获取团干部分享的文化产品，使

手机端成为小伙伴和团干部间的专属朋友圈。

3.网站与手机端数据共享。原有“1+100”数据管理系统网

站可继续使用，数据与手机端自动对接。为便于团干部对小伙伴

的分类联系和服务，手机端新增小伙伴“行业”标签，需要团干

部自行添加，也可在网站通过批量修改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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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元市委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21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