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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加强青年工作的三个着力点

刘星灵，张思军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精准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青年发展规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做出“全党要把青年

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的科学论断。新时代，党加强青年工作应以此为根本遵循，紧紧抓住三

个着力点：一是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并从加快青年理论武装工作人才队伍培养、发挥

新媒体在理论武装工作中的作用、着力打造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坚强阵地、完善青年理论武装工

作的体制机制四方面推进落实；二是要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不懈用

党的性质宗旨教育引导青年厚植人民情怀，用党的辉煌历史感召青年牢记时代之责，用党的伟

大成就教育和激励青年，用党的精神谱系塑造青年；三是用党的事业发展成就青年，积极落实

为青年发展创造机会、营造青年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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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1]而“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2]164。新时代以来，党根据青年的特点和需求，采取了一系列推动青年自身和青年工作

发展的实践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

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3]这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学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围绕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相关

领域展开了深入讨论。当前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地位、根本任务和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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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展开，但是专门针对党的青年工作的实践进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青年工作的政策体系、改革青年工作组织机制”[4]的战略谋划，归纳出

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党的青年工作的实践指引。就新时代如何加强青年工作的实践路径来说，有学者指出

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这三个维度来“培育和造就青年”[5]。本文拟从整体性视角探析新时代

党加强青年工作的三个着力点，以便更深入地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实践进路，为推进新时

代青年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一、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加强

青年群体科学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青年工作战略

任务，同时也是我们党的优势。为长期发挥这一优势作用就要在青年工作中从培养人才队伍、发挥新媒

体优势、打造坚强阵地和完善体制机制这四个方面推进落实。 
（一）加快青年理论武装工作人才队伍培养

教育者要先受教育[6]。青年工作者是青年工作的主导者，做好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务必以青年工作人才

队伍培养为抓手，紧紧依靠熟悉青年特点、擅长理论武装的人来开展。青年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既要从专

业化的角度出发，为青年理论武装工作挑选政治觉悟高、履职能力强的青年优秀人才以扩充人才储备库，

又要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理论武装工作拔尖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加强党对青年理论武装

工作人才队伍培养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应坚定贯彻落实“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提升顶层设计引导

力，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掌控好人才队伍建设方向，促进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内生力自然增

长。其次，健全青年工作人才的培养机制。培养机制包括选拔机制、培训机制和激励机制[7]。建立一套系

统严谨规范、政策行之有效的选拔机制，同时加大对青年理论教育、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

青年工作者的任用力度。建立健全青年工作人才培训工作体系和学习交流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社会实践

锻炼，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岗位设置、绩效工资、晋级升职评奖评优方面给予青年工作人才

队伍适当倾斜，为青年工作业绩特别突出的拔尖人才创造机会，促使其快速成长。最后，优化青年工作

者的培养环境，注重营造良好的人文关怀氛围，搭建青年工作人才成长平台。各级党委政府应推动建立

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符合青年工作人才成长规律特点的人事制度，营造宽松融洽的人才培养发展环境。

（二）发挥新媒体在理论武装工作中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以及青年群体对新媒体的广泛运用，青年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但同

时也使其更易受到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新媒体时代对青年理论武装工作来说，既有机遇，也

有极大挑战。党的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处于全新的发展环境，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党对青年的理论武装已

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

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8]333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在青年理论武装工作中的作用，助力党的青年事业发展，

已然成了青年工作者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一是要搭建新媒体理论宣传教育平台。通过建立专门的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手机应用App等来发布党的政策、信息以及学习资料，以便广大青年随时随地查

看党的实时动态。利用好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以直播或发布短视频的方式提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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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增强党的理论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的时效性。此外，还需注重建设交流互动平台，鼓励青年与平

台积极进行讨论互动，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充分利用新媒体特

点和优势的同时需要加强对各类平台的监管和维护，为新媒体在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使用营造良好的传

播环境，以期获得理论教育影响的长期性、持续性。二是科学设置媒体语言，构建适合新媒体传播情景

的理论话语体系。党的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要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构建适合新媒体传播情

景、具有自身特点和感染力的理论话语体系。传播话语既应满足青年喜闻乐见的现实需求，又应聚焦青

年所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青年利益诉求相结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地

把深奥的道理展现出来，进而拉近与青年群体的距离，实现理论传播的入脑入心。

（三）着力打造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坚强阵地

阵地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空间场域，阵地守得住，才能在意识形态交锋中占据优势地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阵地思想，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9]117我们党应高

度重视青年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性，通过高校、传统媒体以及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阵地建设，推动

理论与舆论同向发力，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高校是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主阵地，高校

要开展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就要防控青年意识形态风险，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因此，高校要坚持党

性原则，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推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巡视督查制，将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更好地转化为青年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的治理效能；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

为主的传统媒体要始终坚守社会职责和担当，在引领青年思想方面发挥排头兵作用。传统媒体要突出思

想引领，做好青年舆论策划，尽可能用鲜活的案例和接地气的表达方式阐释党的理论观点，着力提升内

容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吸引青年群体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达到深化和拓展青年理论宣传教育的目的。再

则，加强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阵地建设。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以网络为

主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党对青年理论武装的重要阵地，因此新时代理论武装需要高度重视网络阵地建设，

不断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意识，通过利用网络自身独特的交互性和渗透性特点，对青年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同时，网络阵地建设要以变革传统管理模式为支撑，以党的理论宣传教育为重点，为青年群体

创建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平台，营造良好的网络媒体育人环境。

（四）完善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体制机制

用党的理论武装青年，必须抓好制度建设，在完善理论阐释宣讲机制、加强理论学习教育机制和构

建效果反馈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促进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常态化和长效化，推动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提质

增效。以健全的机制促进青年理论武装，首先要完善理论阐释宣讲机制。理论阐释是理论传播和理论教

育的基础工作。理论传播和理论教育的效率和理论阐释的力度成正相关，理论重点阐释得越全面、越精

准，理论阐释对象才会理解更透彻。党的青年理论宣传工作要立足青年立场，采用青年熟悉的叙事方式

与话语体系，从言语上打通理论宣传对接青年的“最后一公里”。再次，要加强理论学习教育机制。思政

课堂是党的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主渠道，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主渠道，及时把党的理论融入思政课堂。

同时聚焦完善团课、党课等制度，通过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直播等平台推送党的理论资源，利用好青

年理论学习的碎片化时间，为青年群体提供沉浸式的理论学习氛围。最后，要构建效果反馈评估机制，

这也是对党的青年理论武装工作成效的一种考量。制度是否有效体现在制度效能的评估上[10]，把党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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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武装工作目标、内容、方式等纳入成效考评体系，针对理论阐释机制和教育机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方案调整，有利于巩固和增强青年理论学习教育成效。

二、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1]初心

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薪

火相传、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用党的性质宗旨教育引导青年厚植人民情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

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73人民情怀是马克思主义

的本色，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新

时代中国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

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13]青年的根基在人民，

青年的发展离不开人民，党的青年事业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引导青年站稳人民立场。用党的性质宗

旨教育青年厚植人民情怀，首先要引导青年树立“为了人民”的价值目标，通过举例子、树典型，善用

生动的事件和丰富的政治思想激励武装青年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从而激发青年爱国奋斗的

内生动力。其次要凝聚青年“尊重人民”的价值认同，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挖掘整合各类社会

资源，紧抓重大时间节点和巧用重大事件创设的独特情景，烘托“以人为本”的氛围，引导青年站稳人

民立场。最后要推动青年“服务人民”的价值实践。理念的提出是为了推动实践，人民立场归根结底体

现为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感情，因此要引导青年更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鼓励青年走进社区、乡村、基层

与人民群众面对面交流，在实践中虚心向人民学习，在“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中厚植人民

情怀。

（二）用党的辉煌历史感召青年牢记时代之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勇毅前行的奋斗

史，也是一部中国青年在党领导下不懈奋斗的历史。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尤其是青年党史学习教育一直是

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的意见》指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

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4]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代

青年要通过学习党史并从中获得启发和力量，在书写时代责任中实现人生价值。引导青年树立大历史观

和正确党史观，使其能够运用宏观视野分析看待历史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历史大势，这是

党史教育的前提。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丰富党史教育内容，不断推动青年党史学习教育结合时代特

征和实践特点纵深化发展，有利于帮助青年拨清历史迷雾，提高青年群体政治认同和政治站位；加强青

年学生党史学习必须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学习党史不仅是为了追忆过去，关键还要从历史维度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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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总结和回顾，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聚焦现实问题、谋求解决方

案。因此在引导青年主动探寻和感悟百余年党史中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经验的同时，努力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加强青年党史学习，有利于青年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今时代进步

潮流中增强历史自觉，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三）用党的伟大成就教育和激励青年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矢志践行初心使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教育引导新时代青年

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引导青年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道路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兴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深深熔铸于党的奋斗历程中，是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

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底气和优势所在。通过讲清楚重大成就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丰硕

成果，讲透彻重大成就与党的初心使命和百年奋斗主题的内在逻辑，能够激发新时代青年的心灵共鸣，

引导其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二是

要让青年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绝对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党的百年历程科学总结的必然结果。通过

“两个确立”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阐释构建，让新时代青年基于大历史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

意义的深层含义与多层逻辑。进而将“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增强历史主动，做一名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念的新时代青年。

（四）用党的精神谱系塑造青年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鲜亮底色、质地品格

和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

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5]这为新时代培育青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精神谱系要影响和塑造青年，首

先要对青年开展系统有效的精神谱系教育。一方面要进一步将党的精神谱系纳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一是要把“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进行协同优化，采用知识灌输与精神启发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

党的精神谱系引入专业课程教学，使各类课程与思政专业课程同向同行，提高青年对精神谱系的学习效

率。二是加强课程教材建设，以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作为重要着

力点，充分挖掘新时代红色资源，将精神谱系融课堂入教材，充分发挥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课的育人作

用，着力构建以党的精神谱系教育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开展资源丰富精神谱系培育

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谱系的形成源于实践，精神作用的发挥更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转化。因此，青年在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更能领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深层含义，加深对其核心和精髓的理解。因此，

青年工作者可以组织相关实践教学活动，以情境再现、亲身体验来强化青年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领悟和感知。达到党的精神谱系塑造青年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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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党的事业发展成就青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当代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3]新时代的中国为当代中国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自我的历史舞台。中

国共产党用党的事业发展成就青年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青年发展创造机会

新时代青年能够获得更为优越的发展机遇，人生出彩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人生的出彩离不开教育

的铺垫，受教育是青年时期的主要任务，百年大计必须从青年抓起。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 655万人，比去年增加2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59.6%，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事业优先发展不断深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

进步，但仍存在教师资源与学龄人口分配不均、教育资源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为此，要大力推进

教育资源均等化，缩小城乡间教育资源差距，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权，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让更多中国青年公平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青年是就业的重点群体，稳住了重点群体就稳住了就业基本盘。要为青年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就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把保障青年就业机会放在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建立健全有

利于更加充分使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同时要让青年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自身的优势

特长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促进青年职业选择多元化，丰富青年一代的职业选择。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

力军，创新创业是青年群体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的重要举措，也是青年为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探索，

要鼓励青年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给青年创造更为流动畅通的发展渠道，不把青年局限于某个地

域和领域，而是鼓励青年在自己喜欢的城市和地区寻找发展机会、拓宽人生舞台。

（二）营造青年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要开展广泛的社会性支持。青年工作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特征，

需要全社会的力量统筹整合和协同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旨在通过政府制定针对青年发展的特殊政策和对青年群体的资源倾斜，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积

极作为、学校做好教育本职工作和社会大众广泛行动等实际行动促进青年发展。二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

进中国青年发展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全面提升青年群体服务效能。青年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坚强保障，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是有了更良好的成长发展环境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要不断建立完善青年法

治保障体系，完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保障青年各领域发展权益，构建青年各类法律屏障；

持续强化政策服务导向，健全完善政策体系，以青年发展规划为根本政策指引，针对青年在求职创业、

社会参与、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在顶层设计中更加注重青年群体和青年

元素的体现，出台各项政策保障青年权益，促使青年社会保障水平不断迈向新台阶。重视加强青年组织

保障，强化共青团对青年的组织引领，要让青年“随时都能想到，随时都能找到”，千方百计为青年解决

具体问题，让青年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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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

平台赋能青年的发展，青年平台建设是政府服务青年、团结青年、凝聚青年的重要渠道。《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

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一是搭建青年服务平台。以共青团为代表的青年组织发挥组织优势，在全面贯

彻党管青年原则的基础上，以为青年办实事为切入点，依托“青年之家”服务云平台，通过建立满足青

年需求、丰富青年生活的“青年社区”，拓宽青年生活新方式，提高青年生活质量；打造线上线下“互联

网+”的青年服务平台，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打造育人全链条。二是搭建青年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平台。社

会参与是促进青年快速发展的重要课堂，实践是促进青年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因此必须引导新时代青

年更主动进行社会参与，更积极地进行社会实践。要让青年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增强

社会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通过探索建立有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事务联系机制，为号召青年进

行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搭建平台；鼓励青年到基层一线吃苦磨炼、提高本领，依托三支一扶、三下乡、

走访调研等社会基层实践活动，放手让青年在摸爬滚打和层层历练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三是搭建青

年交流合作平台。青年间相互交流、互学互鉴，能够促进青年更好的发展。因此，要增强不同青年群体

的交流与融合，拓宽青年参加国际交往的渠道，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更广阔的舞

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青春力量。

四、结语

青年发展事关党的事业发展和民族未来。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实践进路的深入探讨，事

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必须在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把握青年群体发

展新特点和青年工作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青年工作策略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以应对新时代对青年提

出的新要求，使青年工作能更加及时准确地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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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Focal Points for Party to Improve Youth Work in New Era

LIU　Xingling， ZHANG　Sijun

Abstra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ee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youth work since 
its found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view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i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youth development law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endeavors, 
has made the scientific judgement in the twentie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that "the Party as a 
whole should make youth work a strategic task."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 should take this as a fundamen⁃
tal guideline to improve youth work, and should firmly focus on three points: first, we should arm youths 
with Party's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strive to implement this by accelerating the education of youth theory 
working corp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unctions of new media in youth theory work, forging a stronghold 
for youth theory work,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youth theory work; second, we 
should appeal to youths with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i.e., we should persist in educating 
youths with Party's nature and purpose to serve the people, appealing to youths with Party's glorious his⁃
tory to remember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imes, educating and inspiring youths with Party's great 
achievements, and moulding youths with Party's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third, we should have 
youths grow and achieve with Party's causes, actively act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youths' career devel⁃
opment,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youths' growth, and set up a platform for youths' growth and 
success.

Keywords: new er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outh work; three foc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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