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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团学改革和少先队改革

专项督导情况通报》 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学联、 少

工委:

为全面了解各地学校共青团、 学联学生会组织以及少先队改

革实施情况,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8 日, 团中央学校部、 少年部

联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思想政治工作司就省级团学改革和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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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改革和少先队改革专项督导情况通报

为全面了解并促进各地学校共青团、 学联学生会组织和少先

队改革实施,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8 日, 团中央学校部、 少年部

联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思想政治工作司就省级团学改革和少先

队改革推进情况进行专项督导。 督导工作分为现场督导和书面督

导。 7 个督导组分别对天津、 山西、 内蒙古等 14 个省级团委各进

行了为期三天半的现场督导, 对其他省份进行了书面督导。 现将

专项督导情况通报如下。

一、 省级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情况

一是在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面, 8 个省级学联出台省级改

革实施方案, 10 个省级学联正在制定, 14 个省级学联转发全国

方案或制定细化任务分解。 二是在少先队改革方面, 23 个省份

出台省级改革实施方案 (意见、 任务分解), 8 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未出台省级改革实施方案。 三是在中学共青团改革方

面, 19 个省级团委出台省级改革实施方案, 7 个省级团委正在制

定, 6 个省级团委转发全国方案或制定细化任务分解。 四是在高

校共青团改革方面, 18 个省级团委出台省级改革实施方案, 8 个

省级团委正在制定, 6 个省级团委转发全国方案或制定细化任务

分解。 五是从方案制定主体来看, 云南以省委名义印发四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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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改革实施方案; 团天津市委联合市教委、 市编办、 市财政

局、 市人力社保局, 河北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 省编委办和省人

社厅共同印发少先队、 中学和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甘肃联

合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印发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 其余省份团学

改革相关文件均由省级团委联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印发。 此外,

河北出台 《关于加强河北省技工院校共青团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 探索建立团学改革和少先队改革工作推进机制

一是成立工作领导机构。 河北、 辽宁、 江西、 青海等省级团

委、 少工委成立或联合教育部门共同成立团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工作指导委员会、 工作联席会); 云南联合省教育厅、 省人社

厅成立中学共青团工作指导委员会。 北京、 湖北等省级少工委利

用召开少代会契机, 调整规范少代会代表构成、 代表参与渠道、

少工委委员构成; 天津 16 个区的少工委主任均由团区委主要负

责同志兼任。

二是学习解读改革精神。 大部分省份均通过举办专门会议或

专题培训, 对团学改革和少先队改革精神进行深度解读、 研讨部

署。 如, 吉林、 山东、 河南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推动团学改

革信号和精神广泛覆盖基层; 广西分期举办覆盖所有中学的团干

部培训班; 山东面向市、 县、 校三级印发 4. 42 万册 《少先队改

革资料汇编》 并层层签收; 广东通过每周学校 “联系日冶、 少先

队导师团 “送课下乡冶 等方式面向基层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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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主动沟通党政领导。 比如, 山西、 湖北、 江苏将改革方

案以邮寄签收方式传达到每位中小学校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致

信所有大中小学党政领导, 上海、 浙江、 广东、 重庆向各高校党

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致信, 促进学校党政重视推进团学改革。

四是加强团教协作机制。 北京、 上海、 重庆已全部建立地

市、 县级教育团工委。 四川协同省教育厅成立学校共青团改革指

导委员会,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督导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

浙江、 山东、 广东等联合教育厅成立少先队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宁夏建立区、 市、 县三级实行双重管理的教育团工委。

五是建立工作督导机制。 13 个省份建立了团学改革督导机

制。 湖南联合省教育厅出台 《湖南学校共青团改革督导考核方

案》。 湖北开展两轮少先队改革综合督导。 重庆分片区对全部高

校进行改革督导, 超过 80% 的高校已出台方案。 湖南、 甘肃、 青

海等将少先队改革纳入教育部门督导范畴。

六是完善工作交流机制。 河北、 江苏、 重庆等编发团学改革

专项工作简报, 发布重要资讯、 分享工作经验等; 安徽、 山东、

海南建立少先队改革信息交流制度, 安排专人担任信息直报联络

员; 重庆建立少先队改革工作 “双月座谈会冶 制度。

三、 督导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

一是改革共识与合力需进一步凝聚和加强。 部分团队干部没

有认识到改革的战略性、 全局性和长期性, 缺乏改革攻坚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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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信心和决心, 推动改革态度不坚决, 碰到难点、 痛点问题不

能主动应对, 主动争取支持意识和力度不够; 部分学校党政领导

以及教育等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对团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

识不够, 导致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不够。

二是改革推进情况不平衡。 因改革逐级推开的机制和资源条

件差异, 导致不同省份之间、 同一省域内的纵向层级间、 不同类

型学校之间的改革推进情况差异较大, 地市、 区县全面实施团学

改革的比例不高, 高校出台改革方案的比例也不高, 中小学校级

层面共青团改革、 少先队改革启动面低。 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整

体推进落后于中学和高校共青团改革推进。

三是对基层的指导力度有待加强。 省级团委、 少工委对地

市、 区县和学校的指导力度、 覆盖面和精准度不够, 有些省份存

在简单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会议落实文件的现象, 部分省份团队

干部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尚不完善, 对地市所属高校、 高校院系、

普通中小学、 农村及偏远地区中小学团队干部覆盖不够, 新任职

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培训机制不健全。

四是改革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工作力量短缺的现象较为严

重, 有的省份相应部门仅有 1 到 2 名工作人员, 区县团委力量薄

弱, 少先队总辅导员配备不到位。 改革配套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部分学校党政领导没有把团学改革放到应有的大局中和位置上协

同推进。 省级层面团教协同抓改革的制度机制需要完善, 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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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团教协作机制整体欠缺。

五是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性、 突破性不明显。 部分地区和学校

在制定团学改革方案中, 简单借鉴甚至照抄上级组织, 主动结合

本地本校实际、 聚焦特色重点不够。 一些地方和学校将团学改革

重点放在机构设置、 干部选配、 设立工作项目等相对简单的问

题, 对工作理念、 工作机制、 工作内容创新以及对难题的破解投

入不足, 有的存在 “新瓶装旧酒冶 的现象。

附件: 1. 各省级团委团学改革和少先队改革方案出台或转

发情况汇总表

2. 各省份高校共青团改革方案出台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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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各
省

级
团

委
团

学
改

革
方

案
出

台
或

转
发

情
况

汇
总

表

方
案
类
别

出
台
省
级
方
案

方
案
正
在
制
定
中

出
台
工
作
细
则
、
意
见

或
任
务
分
解
方
案

只
转
发
全
国
方
案

高
校

共
青

团
改

革
实

施
方

案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吉
林

、
黑

龙
江

、
上

海
、

江
苏

、
浙

江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

湖
北

、广
西

、海
南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
青

海

北
京

、
辽

宁
、

河
南

、
西

藏
、

甘
肃

、
宁

夏
、

新
疆

、
兵

团

内
蒙

古
、安

徽
、广

东
、

重
庆

湖
南

、
陕

西

中
学

共
青

团
改

革
实

施
方

案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吉
林

、
黑

龙
江

、
上

海
、

江
苏

、
浙

江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

湖
北

、广
西

、海
南

、四
川

、
重

庆
、贵

州
、云

南
、青

海

北
京

、
河

南
、

西
藏

、
甘

肃
、

宁
夏

、
新

疆
、

兵
团

内
蒙

古
、辽

宁
、安

徽
、

广
东

湖
南

、
陕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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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联

学
生

会
组

织
改

革
方

案

山
西

、
吉

林
、

黑
龙

江
、

上
海

、浙
江

、海
南

、云
南

、
青

海

北
京

、
河

南
、

湖
南

、
贵

州
、

西
藏

、
陕

西
、

甘
肃

、
宁

夏
、

新
疆

、
兵

团

河
北

、内
蒙

古
、辽

宁
、

江
苏

、
安

徽
、

福
建

、
江

西
、

山
东

、
广

东
、

重
庆

、
四

川

天
津

、
湖

北
、

广
西

少
先

队
改

革
实

施
方

案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

吉
林

、
黑

龙
江

、
上

海
、

浙
江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
湖

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

重
庆

、云
南

、青
海

北
京

、
河

南
、

湖
南

、
贵

州
、

西
藏

、
陕

西
、

宁
夏

、
新

疆
、

兵
团

辽
宁

、
江

苏
、

安
徽

、
四

川
、

甘
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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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省份高校共青团改革方案出台情况统计表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

省摇 份
省内高校

总数
已出台方案
高校数量

已形成方案,
待常委会通过

高校数量

未出台方案
高校数量

出台比例

北摇 京 91 16 22 53 17. 6%

天摇 津 56 4 52 0 7. 1%

河摇 北 119 2 9 108 1. 7%

山摇 西 71 4 31 36 5. 6%

内蒙古 50 4 23 23 8. 0%

辽摇 宁 106 43 52 11 40. 6%

吉摇 林 61 4 12 45 6. 6%

黑龙江 81 16 29 36 19. 8%

上摇 海 60 9 43 8 15. 0%

江摇 苏 142 64 70 8 45. 1%

浙摇 江 108 11 28 69 10. 2%

安摇 徽 116 32 73 11 27. 6%

福摇 建 89 4 78 7 4. 5%

江摇 西 95 28 65 2 29. 5%

山摇 东 144 5 53 8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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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摇 南 129 7 96 26 5. 4%

湖摇 北 129 11 74 44 8. 5%

湖摇 南 109 25 34 50 22. 9%

广摇 东 151 57 86 8 37. 7%

广摇 西 76 13 47 16 17. 1%

海摇 南 18 2 10 6 11. 1%

四摇 川 109 37 65 7 33. 9%

重摇 庆 65 55 0 10 84. 6%

贵摇 州 70 12 27 31 17. 1%

云摇 南 68 1 60 7 1. 5%

西摇 藏 7 1 1 5 14. 3%

陕摇 西 93 33 48 12 35. 5%

甘摇 肃 42 5 15 22 11. 9%

青摇 海 11 0 2 9 0. 0%

宁摇 夏 18 1 7 10 5. 6%

新摇 疆 34 0 3 31 0. 0%

兵摇 团 5 0 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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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