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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丽水市委整合资源 创新模式
服务“双减”工作落地落实

“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团丽水市委积极整合各方资源，

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课后学堂”、青少年宫搬进“流动课

堂”、青年宣讲员走进“红色课堂”、少先队员站上“红领巾

讲堂”等助力“双减”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服务青少年

学生 7541人次。

一、推动志愿者服务“课后学堂”。面向全市招募组建

274人的课后服务志愿者队伍，深入中小学开展课后志愿

服务。一是以高校学生志愿者为骨干力量。发挥在丽高

校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优势，走进校园开展“线上＋线下”

课后学生素质拓展服务，为学校补充师资力量的同时，

也为高校学生提供社会参与的渠道和平台。二是以校外

青少年培训机构志愿者为辅助力量。整合青少年宫及校

外培训机构资源，开展艺术、科技、劳动和体育等拓展

课程，拓展课后托管服务，缓解“双减”带来的培训压力。

三是以社会志愿者为补充力量。面向家长、家委会、退

休教师等群体招募课后服务志愿者，开展文化课辅导、

手工制作、儿童画等课程，开设科普类、健康类等讲座

服务，目前共开设 44个课程，参与志愿者 139人。

二、推动青少年宫搬进“流动课堂”。市县两级青少年

宫联动，发挥组织、活动、课程、师资优势，共同助力“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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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一是实现全时段服务。推出“流动少年宫助力双减

5+2”活动，每周 5天“流动少年宫”按需进校园，双休日 2

天学生可到青少年宫参加活动，开展红领巾公益课堂、

红色游戏嘉年华、专项托管服务三大板块 60余项服务活

动，实现服务时间无空白。二是实现点单式服务。由中

小学校、社区、企业等在线上按需点单，市县两级青少

年宫进点开展活动，让青少年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

校外教育。三是实现制度化保障。市级层面出台《全面

深化放学后托管拓展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化

“1+X”(即基本服务+拓展服务)模式，通过学校购买服务方

式开展“流动少年宫”进校园，充实拓展学校服务，进一步

促进全市“双减”“七个精心七个提升”落地见效。

三、推动青年宣讲员走进“红色课堂”。组织 80、90、

00“丽水青年说”理论宣讲团围绕党史国史团史、六中全会

精神、共同富裕等主题，课后时间走进校园开展宣讲，

让孩子们课后有陪伴、学习有意义。一是组建“专业化”

宣讲队伍。通过微党课比赛、演说大赛、各类典型选树

平台等，选拔组建了由 100名优秀青年讲师组成的“丽水

青年说”理论宣讲团，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以小故事讲

明大道理。二是推出“点单式”宣讲服务。推出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类 138件青年宣讲课

程，由各级学校“按需点单”，进一步提升宣讲内容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三是开展“互动性”宣讲活动。用青少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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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语言讲故事，把党的理论知识讲清楚、道明白。通

过穿插 PPT、微视频问答、猜谜、唱红歌等增强吸引力，

为青少年成长注入红色基因。

四、推动少先队员站上“红领巾讲堂”。在全市少先队

员中开展红领巾话“双减”主题实践活动，培养少先队员自

律自立、自主管理能力。一是开展“红领巾话‘双减’”大讨

论。全市少先队组织以中队为单位举办“红领巾话‘双减’”

主题队会、现场圆桌会，充分运用绘画、手抄报、作文、

短视频、展板(墙)等，开展自主学习和健康生活大讨论，

加深少先队员对“双减”的认知和感悟。二是开展“红领巾

话‘双减’”大实践。组织全市少先队员自主制定《“双减”

学习生活作息表》《“双减”每周学习小目标》《我最想养成

的好习惯》等“双减”实践清单，开展实践活动。三是开展

“红领巾话‘双减’”大评选。对好观点、好做法、好习惯等

开展评选展示，树立一批青少年身边可知可感的“双减”

学习生活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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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杭州市萧山区委推进青少年宫
“扩容提质” 助力打造美好教育

今年以来，团杭州市萧山区委紧抓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全国试点的重要机遇，结合“双减”政策出台的契机，

坚持青少年宫“立德树人”的办学方针和“公益普惠”的办

学原则，深入开展所属宫的“扩容提质”工程。截至目前，

区青少年宫德育、美育等非学科素质培训课程占比已达

100%，区青少年宫分宫已在全区11个镇街布点，基本实

现青少年宫“半小时交通圈”全覆盖。

一、坚持思想引领，打造“红领巾的阵地”。一是打造

红色学习阵地。在区青少年宫建立红领巾学院，深入开

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等青少

年主题思想教育活动，累计开展60余场，覆盖青少年5万

余人次；选拔120名少先队员到少先队队长学校“进修”，

通过红色学习、寻访体验等形式，全面提升少先队工作

骨干的能力水平。二是打造校外实践阵地。区青少年宫

依托我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30余个红色基因实践阵

地，推出红色基因研学线路3条，开发红领巾“红色研学

特色章”集章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达3万余人。三是打造

素质提升阵地。将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提升等内容

融入到青少年宫课程、比赛、活动的各方面，助力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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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全面成长；通过“哥哥姐姐”志愿服务队、“童心向党”

汇报演出、“红领巾大篷车”等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自

我、全面发展的舞台。

二、依托一宫多点，打造“家门口的学校”。一是推动

阵地下沉。不断推进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址建设，让中

心基本满足全区16.9万中小学青少年的校外教育实践需

求；推动镇街青少年宫提质扩面，创新推出社区、农村

青少年宫模式，打造区级、镇街、村社三级联动的青少

年宫校外教育集群。二是推动师资下沉。通过“一宫多点”

服务模式，由区青少年宫下沉师资力量至社区青少年俱

乐部“流动少年宫”，实现课程共建、师资共享，目前已有

社区青少年俱乐部83家，年均开展“流动少年宫”活动60

余次。三是推动理念下沉。以“党团队”一体化培养理念为

核心，在各分宫开设“显性+隐性、活动+兴趣、宫内+宫

外”的系列校外教育课程，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校学业教

育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真善美”大学习、大寻访、大实践、

大传播四大集中活动。

三、助力美好教育，打造“梦想中的乐园”。一是以公

益为理念。坚持青少年宫“非盈利机构”的定位，推进优质

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目前，区青少年宫课程平均学费远

低于其他校外培训机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践

行公益事业上不断前行，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连

续十年开设免费的“宏志班”，并进行奖学金资助。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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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为纽带。“双减”政策出台后，区青少年宫带头实现学

科类教育“清零”，并在原有的棋类、音舞、朗诵、书法等

非学科类课程基础上，创新推出摄影、机甲战车等课程，

广泛培养青少年兴趣爱好。成立青少年宫艺术团，下设

舞蹈队、书画社等社团，个性化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三是以品牌为导向。打响“学后托管”品牌，联合区教育局

开展暑期托管志愿服务行动，累计吸引报名学生达2000

余人。以星都社区分宫、闻堰分宫为试点，探索青少年

宫“四点半课堂”模式，缓解双职工青年家庭“看护难”问题。

擦亮“青少年维权”品牌，依托区青少年宫“12355”青少年

服务平台，联合专职社工、志愿者、公益律师队伍，开

展个案服务达500余人次，帮助68名涉罪青少年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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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兴县委“134”工作法
助力“双减”常态化志愿服务

“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团长兴县委盯牢提升青少年课

后服务水平做文章，充分发挥长兴青少年宫、青年之家

等校外青少年活动场所作用，开展共青团系统助力“双减”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原有的“暑托志愿服务”“亲子志愿

服务”等品牌与“双减”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满足“双减”背

景下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新需求。目前，长兴青少年宫

成功入选浙江首批“双千”助力“双减”科普专项行动教育

基地名单。

一、从“独角戏”到“大合唱”，下好资源整合“一盘棋”。

一是组织化发动。着力解决“放学早、接送难”矛盾，团县

委联合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 9家单位共同推出托管志愿服务方案，有关志愿服务

组织、文明实践站所同步投入启用，“做细”部门工作联动，

“做实”课后服务保障，“做优”协同育人机制。二是社会化

招募。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县级传媒平台广泛开展志愿者

招募，积极动员“燕归巢”大学生暑期实习生、青年志愿者、

退休教师等投身托管志愿服务，充实志愿服务专业力量。

截至目前，累计招募托管服务志愿者 230 名，联合属地

对志愿者开展规范化岗前培训 10场次。三是区域化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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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师志愿参与、青少年自愿参加为原则深入排摸，充

分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以长兴青少年宫为中心，辐射

皇家湾社区、仓前社区等 5 个试点村社，联合林城镇、

雉城街道等 17 个乡镇（街道、园区），创新“托、管、

学、玩”相结合的新形式，开发“四点半课堂”“七彩假期”

等志愿项目 8个，为 1000余名青少年提供作业辅导、互

动游戏、创玩科技、创意手工、酷玩体育等托管志愿服

务。

二、从“松散化”到“项目化”，打赢关爱帮扶“三场战”。

一是助力打赢培训减负持久战。“双减”政策出台后，青

少年宫“瘦身式”调整培训课程，取消直映拼音、小荷作文、

趣味科学等学科类课程，合计取消 146个班次、1664人

次。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优化推出陶笛、竹笛、葫芦

丝、剪纸、版画等 11个新项目，充分满足青少年多元化

发展需求。二是助力打赢平安自护阻击战。通过百灵公

益社会组织购买“青少年平安自护”项目，举办长兴县青少

年“三禁三自三防”主题教育、“与法同行 护佑成长”防诈

骗、“大小交警手拉手”出行安全教育等活动 26场；组织

1200余名青少年参与第 17届“网聚少年”暑期网络夏令营，

引导青少年绿色上网、文明上网。三是助力打赢心理护

航保卫战。依托团中央首批“12355”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

务台—心灵畅享屋，向公益社会组织购买“益家青”项目，

招募心理健康辅导团志愿者 46名，推出阳光公开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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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开展青少年心理护航主题活动 37场次，为青少年

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三、从“教学式”到“体验式”，擦亮校外教育“四张牌”。

一是让实践“动”起来。结合志愿者自身特长，设计童玩游

戏、科普益智、体育健康等体验类活动库，组织青少年

参加垃圾分类宣传、保护母亲河、“弯腰一秒”等志愿服务

行动，开展青少年骑行、荒野求生野外历险等户外实践

活动 9场次，为吕山小学、长桥小学等送去“流动少年宫”

活动 6 场次，不断提升课后服务品质。二是让社团“精”

起来。结合青少年儿童兴趣爱好和发展，青少年宫面向

全县有才艺的适龄儿童发出招募，精细化组建体育、声

乐、朗诵、器乐、舞蹈、美术、小记者等 7大艺术社团，

累计报名 800 余人次，进一步丰富儿童校外托管教育内

容。三是让学习“红”起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红色

阅读推广行动，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全省首批青少

年红色基因传承基地长兴县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用

好《仰峰》《江南小延安》《清溪谣》等本土红色教材，

邀请第十四届全运会冠军韩佳予带领 100 名青少年开展

国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集体献词活动，组织红色研学

系列活动 15场次，组织寻访红色地标主题活动 22场次，

红领巾学院活动惠及少先队员 200 余人次。四是让公益

“亮”起来。突出青少年宫校外教育公益属性，推出假期托

管服务行动、青亲达人志愿行动、点亮心愿圆梦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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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行动，开展“清凉一夏”志愿者慰问、

“关爱医护子女、助力健康成长”亲子陶艺、“同在党的阳

光下”夏令营等公益活动 22场次。

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团中央办公厅

送：团省委领导，各市、相关县（市、区）党委分管领导

团各市、县（市、区）委，各直属团（工）委

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共青团浙江省委办公室 2021年12月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