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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发〔2025〕7号

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5年工作要点

2025 年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重要回信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扎实推进青年钢铁精神塑造、青

年钢铁素质锻造、青年钢铁队伍打造三大工程，持续助力团员青年成长成

才，持续助力“钢筋铁骨”特色育人模式深化，持续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一、筑牢思想政治根基，塑造青年钢铁精神

1.切实发挥主题教育育人实效。探索共青团工作持续融入大思政工作

体系和思政课建设，制定出台学校共青团参与思政课建设实施方案。持续

开展“习近平总书记与大学生在一起”学习分享活动，持续做好“双菜单”

主题班团日相关工作，增设优秀团日项目路演环节，激发基层团组织活力。

制作具有学校特色的“钢铁青年讲团课”系列微团课，协同优秀师生凝聚

青年力量，发挥榜样作用，鸣扬北科声音。结合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五

四青年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宣讲、主题展览、游园会等系列活动，

丰富“钢铁精神”内涵，推动青年师生深入理解“钢铁精神”。充分发挥“青

年五四奖章”“两红两优”“十佳团支书”等青年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创

新方式载体，做好宣传工作，激励广大团员奋发进取、奋斗成才。探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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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协同开展大中小思政一体化教育实践活动。

2.着力提升网络思政育人水平。打造以北科小博士新媒体工作室为主

干、师生融合运营的“1+5+X”全链条项目团队。建设以“北科大青年”微

信公众号为核心的“1+N”动态平台矩阵，开辟“钢铁青年”专题，分设“青

年人梯”“青年榜样”等五个专栏，引领青年学习传承“钢铁精神”。依托

网文、视频、图漫三种载体，通过青年读、青年说、青年唱等多种形式，

产出《书本中的钢魂》《铮铮作响》等系列新媒体优质作品，形成具有北科

大特色的品牌栏目和具有共青团特色的“小博士 IP”。不断探索新的宣传方

式和手段，利用 AI等前沿技术赋能工作，提升宣传工作数字化、数智化水

平。注重工作协同，加强与校内外媒体的沟通合作。完成 5470 网站的优化

改版。严格落实宣传工作“三审三校”机制，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守牢底

线。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加强团干部业务培训，提升宣传人才工作能力。

3.扎实推进理论学习研究工作。策划编写《全国共青团工作动态简报》，

开展共青团工作调研，为科学化开展工作提供保障。优化编写《“思悟行进”

理论学习周报》，常态化编制“青年大学习”学习资料，引领青年深入开展

理论学习。围绕青年关心关注问题，开展青年专题调研，形成工作建议，

服务学生成长成才需求。推动青年工作课题研究立项，促进共青团工作从

实践中走向理论深耕。深化与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群团发展研究院等交

流合作，探索成立共青团研究专家库，组织召开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高校

共青团工作研讨会，促进共青团工作研究成果产出和长效发展。

二、拓展综合育人平台，锻造青年钢铁素质

4.完善“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聚焦学校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

设完善，落实线上系统功能开发完善及试运行工作，推进配套文件政策的

修订，与学生工作部协同修订完善评奖评优相关文件，做好 2024 级本科生

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优化改版，科学有序推进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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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升级以及面向用人单位的推介工作，切实发挥成绩单在学生素质

素养提升和就业创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第二课堂工作联席会制度，定

期开展技能培训、工作交流研讨。夯实第二课堂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修订

二课基地监督考核细则，建立与企业基地的合作项目任务清单，形成二课

基地运营管理动态台账。

5.持续深化社会实践育人实效。持续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引领、三

位机制、四重保障、五维结合”实践育人模式。以学校社会实践课程化 20

年为契机，组织召开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课程化20周年工作总结研讨会。

持续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完善理论教材及课程体

系，改进成绩评定程序、评奖评优制度和成果转化机制，进一步强化教师

指导作用发挥。紧密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以社会实践选题创新为

抓手，开展揭榜挂帅和重点选题征集，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教

育、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美丽中国建设和卫国戍边等方向丰富实践选题。

充分发挥“大思政课”建设成果及新时代高校“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资

源合力，组织学生参加“三下乡”“返家乡”等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打

造以“红色教育+钢铁精神”为主题的实践育人大课堂和一批具有北科大特

色的社会实践品牌项目、重点团队。

6.促进劳动教育志愿服务升级。深化“一体两翼六着力”劳动教育与

志愿服务工作矩阵。完善劳动教育理论课程体系，策划实施“钢筋铁骨”

学年劳动周系列活动，推进培育“一院一品”特色品牌项目。强化校企合

作与校地联动，加强与街道团工委、企业团委的合作，探索开拓校内外“第

二课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推动志愿服务项目的常态化、专业化与制度

化，做好重大活动志愿服务保障。完善志愿服务荣誉体系，做好十佳志愿

者、星级志愿者评选，积极培育北京市星级志愿者，孵化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遴选组织优秀项目参加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举办志愿服务总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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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研究生支教团建设工作，挖掘品牌项目内涵，加强与支教地团组织合

作，努力实现“一地一品”的特色发展目标。关注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工

作与生活状况，提供充分的保障支持。

7.奋力探索科创育人新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发挥三大赛的牵引作用，

助力“大实践”育人模式建设。完善制度保障，修订三大赛竞赛奖励办法

和科技保研实施方案，推动加大研究生参赛奖励力度，引导更多学生参与

科创活动。优化“遴选+培育”的工作模式，挂牌一批第二课堂教育实践基

地，结合“挑战杯”创业竞赛遴选工作和“鼎新计划”，举办学校第 26 届

“摇篮杯”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依托青年科技文化节和创新创业主题团

日营造良好的科创氛围。结合 SRTP、京彩大创等工作，强化与创新创业学

院的工作协同。培养一支具备专业赛事组织能力和辅导能力的工作队伍，

制订三大赛备赛手册，优化竞赛公开课及“一对一”培训体系，探索 AI技

术在备赛过程中的应用及项目的成果转化工作。做好“挑战杯”“国创赛”

的参赛组织工作，扩大师生参赛覆盖面，力争取得好成绩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育人实效。

8.长效推动校园文化繁荣发展。牵头制定学校全面实施美育浸润行动

工作方案，积极探索五育并举、融通互育的美育模式，持续推进“钢铁精

神”文化浸润育人。深化高雅-群众-原创“三元并举”的艺术教育工作格

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拓展高雅艺术资源，举办高雅（民

族）艺术进校园、高水平艺术团专场演出、文化艺术沙龙等。开展“贝壳

青年艺术节”“文艺主题团日”“迎新晚会”“新年晚会”“星光音乐会”

等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为学生搭建常态化展示平台。建立原创艺术精品孵

化机制，组织原创艺术作品校内展示和评选活动，打造具有时代特色、学

校特色、青年特色的原创文化艺术精品。推动高水平艺术团课程化、规范

化、精品化建设，做好 2025 年北京市大学生舞蹈节、戏剧节参赛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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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助力团员青年战略人才培养。持续推进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

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夯实团干部结对帮扶机制，了

解青年学生动态意向和需求，做好离校未就业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工作。

强化校地校企对接，开拓实习就业平台，统筹联动形成合力，为学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做好“西部计划”的宣传动员和遴选推荐工作。与

京内外团组织协同实施“青年实干家计划”，引领青年学生基层建功，助

力青年战略人才培养。

三、持续激发组织活力，打造青年钢铁队伍

10.夯实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共青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指导各二级团组织

召开团代会。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 1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全

面从严治团，开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专题学

习，落实团纪执行工作。加强基础团务工作，进一步规范团费收缴、团组

织关系转接、对标定级等工作，优化团员发展工作细则，抓实“三会两制

一课”制度，完善推优入党机制，贯通衔接党团育人链条。压实落细“青

听”机制，促进团干部持续深入基层、密切联系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倾

听青年心声，凝聚青春力量。以青马工程、团校等为抓手，优化顶层设计，

提前谋划学期式定制课程，突出青年实干担当，培育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并持续激发青年建功立业。

11.指导完善学生会组织建设。组织召开第三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和第

十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完善学生会组织述职考核工作制度，进一步促进

学生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做好功能性党团支部建设，举办学生骨干培训学

校，加强学生会组织骨干培养。加强学生会组织作风建设，指导学生会加

强对学生的政治引领。全心全意服务同学，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需求，服务

学生学业成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学术活动与实践项目，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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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多元化活动平台，满足学生在兴趣和专业领域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发挥

学生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畅通学生权益表达反馈渠道，以优质组织建

设提供精准权益保障，办好“青年之声”模拟政协提案大赛等活动。

12.强化学生社团科学精细管理。围绕“强化管理、优化服务、激发活

力、促进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学生社团工作格局，推动学生社

团健康有序发展。加强精细化管理，压实挂靠单位和指导教师责任，加强

学生社团功能性团支部作用发挥。优化学生社团考核评价体系和“十佳社

团”评选机制。搭建社团文化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挖掘整合强化资源供给，

提升学生社团内部建设和活动组织，培育优质学生社团和精品社团活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13.细化青年教师联系引领服务。依托青年教师团工委，持续做好青年

教师思想引领、成长服务、生活关心。完善团工委章程，规范团工委例会

制度，制定干部任用等管理办法。加强与学校青年教师“领航工作站”、

教师工作部、科研院等部门的协同，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政引领，服务青

年教师科研项目申报等。加强与校外企事业单位联系，为青年教师拓宽校

外资源。持续开展证件照、形象照拍摄等成长生活服务活动。

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