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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主要职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中央、市委要求，领
导全市共青团工作，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市青联中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市学联工作，受党的委托领导本市少
先队工作；依法依规对市级青年社团和青少年教育、活动、服务阵地等进行归口管理或业务指导。
    2.教育和引导本市团员青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
时代好青年。
    3.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和发展各族各界青年的团结友爱，推动本市青少年对外交流和合作，加强同港澳台青年同胞和海外青年侨
胞的团结，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
    4.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团的建设之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巩固团建工作基础，扩大团的组织覆盖，加强
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完善纵横交织的青年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5.适应本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
    6.关心青少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围绕青少年所急、党政所需、共青团所能，切实服务青少年；积极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有效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7.加强网上共青团建设，综合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服务、联系和凝聚，加强对青少年的网上宣传教育，开展网络文
明志愿行动，弘扬网上主旋律。
    8.调查研究本市青少年生存发展和青少年工作状况，参与本市青少年和青少年事业相关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向党和政府
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积极参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9.加强全市团干部队伍建设，推动选好配强各级团的领导班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团，强化团员和团干部教育管理，严格团干部考核监
督。
    10.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机构设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本部以及下属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
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人民团体1家，事业单位4家，具体包括：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本部
　　2．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3．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4．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5．上海市希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上海市爱心助学事务中心）
　　6．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收入预算28,25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3,648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901万元；事
业收入3,576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1,031万元。
　　支出预算28,25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3,648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90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23,648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90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实际情况，基本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4,025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全市共青团工作与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
等项目支出。
　　2.“教育支出”科目5,29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青年学科及教学研究、团干部及青年特色培训、学院综
合管理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业务用房修缮和信息化建设等项目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科目1,06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青少年与团队工作研究、青少年数据研究、青年发
展型城市研究等项目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70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等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科目61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等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科目942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



2024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36,484,7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8,088,936

　　1、一般预算资金 236,484,700 二、教育支出 64,055,863

　　2、政府性基金 三、科学技术支出 11,405,96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69,652

二、事业收入 35,756,903 五、卫生健康支出 7,553,844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住房保障支出 10,380,747

四、其他收入 10,313,400

收入总计 282,555,003 支出总计 282,555,003



2024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8,088,936 140,254,379 22,521,054 5,313,503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4,769,488 14,768,988 5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173,988 5,173,488 500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95,500 9,595,5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53,319,448 125,485,391 22,521,054 5,313,003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598,443 22,381,443 217,000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9,979,222 57,979,222 2,000,000

201 29 50 事业运行 39,364,107 24,848,350 14,422,557 93,20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31,377,676 20,276,376 8,098,497 3,002,803

205 教育支出 64,055,863 52,941,990 6,113,976 4,999,897

205 02 普通教育 64,055,863 52,941,990 6,113,976 4,999,897

205 02 05 高等教育 64,055,863 52,941,990 6,113,976 4,999,897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1,405,961 10,605,961 800,000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6 06 社会科学 11,405,961 10,605,961 800,0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9,137,361 8,737,361 400,000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2,268,600 1,868,600 4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69,652 17,084,022 3,985,63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069,652 17,084,022 3,985,63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4,840 384,8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999,590 3,328,585 671,00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075,214 8,876,398 2,198,817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537,608 4,438,199 1,099,40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2,400 56,000 16,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553,844 6,179,584 1,374,26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511,844 6,137,584 1,374,26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229,109 2,229,10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282,735 3,908,475 1,374,261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380,747 9,418,765 961,98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0,380,747 9,418,765 961,98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441,147 5,479,165 961,98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39,600 3,939,600

合计 282,555,003 236,484,700 35,756,903 10,313,400



2024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8,088,936 67,136,538 100,952,398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4,769,488 5,173,988 9,595,5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173,988 5,173,988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95,500 9,595,5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53,319,448 61,962,550 91,356,898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598,443 22,598,443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9,979,222 59,979,222

201 29 50 事业运行 39,364,107 39,364,107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31,377,676 31,377,676

205 教育支出 64,055,863 32,200,310 31,855,553

205 02 普通教育 64,055,863 32,200,310 31,855,553

205 02 05 高等教育 64,055,863 32,200,310 31,855,55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1,405,961 9,137,361 2,268,60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06 社会科学 11,405,961 9,137,361 2,268,6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9,137,361 9,137,361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2,268,600 2,268,6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69,652 21,069,65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069,652 21,069,65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4,840 384,8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999,590 3,999,59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075,214 11,075,21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537,608 5,537,60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2,400 72,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553,844 7,511,844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511,844 7,511,84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229,109 2,229,10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282,735 5,282,735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380,747 10,380,74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0,380,747 10,380,74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441,147 6,441,14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39,600 3,939,600

合计 282,555,003 147,436,452 135,118,551



2024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预算资金 236,484,7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0,254,379 140,254,379

二、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支出 52,941,990 52,941,990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三、科学技术支出 10,605,961 10,605,961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84,022 17,084,022

五、卫生健康支出 6,179,584 6,179,584

六、住房保障支出 9,418,765 9,418,765

收入总计 236,484,700 支出总计 236,484,700 236,484,700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0,254,379 52,403,281 87,851,098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4,768,988 5,173,488 9,595,5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173,488 5,173,488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95,500 9,595,5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25,485,391 47,229,793 78,255,598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381,443 22,381,443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7,979,222 57,979,222

201 29 50 事业运行 24,848,350 24,848,35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0,276,376 20,276,376

205 教育支出 52,941,990 30,097,033 22,844,956

205 02 普通教育 52,941,990 30,097,033 22,844,956

205 02 05 高等教育 52,941,990 30,097,033 22,844,956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0,605,961 8,737,361 1,868,6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06 社会科学 10,605,961 8,737,361 1,868,6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8,737,361 8,737,361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1,868,600 1,868,6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84,022 17,084,02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084,022 17,084,02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4,840 384,8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328,585 3,328,58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876,398 8,876,39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438,199 4,438,19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6,000 56,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179,584 6,137,584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137,584 6,137,58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229,109 2,229,10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908,475 3,908,475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418,765 9,418,765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9,418,765 9,418,76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479,165 5,479,165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39,600 3,939,600

合计 236,484,700 123,878,046 112,606,654



2024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4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8,165,355 88,165,355

301 01 基本工资 12,038,497 12,038,497

301 02 津贴补贴 19,601,626 19,601,626

301 03 奖金 327,515 327,515

301 07 绩效工资 29,613,686 29,613,686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876,398 8,876,398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4,438,199 4,438,19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500,013 5,500,013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637,571 637,571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44,765 444,765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479,165 5,479,165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07,920 1,207,92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1,756,505 31,756,505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1 办公费 1,287,500 1,287,500

302 02 印刷费 175,500 175,500

302 03 咨询费 556,000 556,000

302 04 手续费 9,350 9,350

302 05 水费 305,000 305,000

302 06 电费 2,347,247 2,347,247

302 07 邮电费 825,000 825,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2,128,370 12,128,370

302 11 差旅费 540,000 540,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603,700 603,700

302 13 维修(护)费 1,714,450 1,714,450

302 14 租赁费 3,046,028 3,046,028

302 15 会议费 126,000 126,000

302 16 培训费 310,000 31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59,800 659,800

302 26 劳务费 323,425 323,425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622,000 1,622,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240,981 1,240,981

302 29 福利费 1,926,720 1,926,7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9,900 349,9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890,760 890,76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68,775 768,77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27,185 2,927,185

303 01 离休费 102,040 102,040

303 02 退休费 2,825,145 2,825,145

310 资本性支出 1,029,000 1,029,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929,000 929,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100,000 100,000

合计 123,878,046 91,092,540 32,785,505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会 单位:万元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2024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86.54 60.37 91.18 34.99 34.99 850.08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86.54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60.37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4.99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
运行费34.99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91.18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1家人民团体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850.08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4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5,332.1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04.0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440.59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4,487.49万元。
　　2024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123.17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170.11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全覆盖。其中，编报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6个；项目绩
效目标36个，涉及预算资金11,694.55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8月3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共有车辆1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
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2辆；单价100万元
（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3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
、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
（不含车辆）0台（套）。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三个子项目：
1.2024"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该活动依托所设的上海少年科学院平台，已成功举办20届，发掘和培育一批热爱科技创新、积极实践探索的科技创新幼苗，共产生234
名上海“小院士”和616名全国“小院士”，已成为上海青少年科技主题教育的品牌项目。
2.2024“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围绕读本打造青少年校外人工智能科普课程，并响应国家“双减”政策，为全市多所中小学提供课后社团服务，被列为第
二轮上海市素质教育优质课程项目;人工智能与编程实践活动，提供课程活动学习资源，搭建学习成果展示交流平台，有效助力青少年人工智能与编程的科学普及。
3.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每年邀请专业人士，以线上线下、互动体验的形式开展，打造出一场场生动、鲜活的思想盛宴，让更多青少
年乐于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推动青少年科技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2.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3.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印发《关于加强共青团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4.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全国少工委印发《全面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
5.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6.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7.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024"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主要以小院士培养、小院士的孵化、科创少年风采展示的形式开展，通过参与该项活动，使小院士更了解科技前沿的新知，共话科创好
习惯的培养，以线上形式宣传和展现新时代科创少年的风采。
2.2024“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主要从三方面开展：以校园行活动、人工智能实践与体验活动、科普读本形式开展，通过参与该项活动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3.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主要以“青年科学家+科技特色校+科创少年”联动的科创行动; 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青少年人工智
能科创教育成果展示和互动体验的方式开展，通过参与该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激发青少年学习、探究人工智能的热情。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104.1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11.04万元；
2.”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38.26万元；
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54.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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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三个子项目：
1.2024"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该活动依托所设的上海少年科学院平台，已成功举办20届，发掘和培育一批热爱科技创新、积极实践探索的科技创新幼苗，共产生234
名上海“小院士”和616名全国“小院士”，已成为上海青少年科技主题教育的品牌项目。
2.2024“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围绕读本打造青少年校外人工智能科普课程，并响应国家“双减”政策，为全市多所中小学提供课后社团服务，被列为第
二轮上海市素质教育优质课程项目;人工智能与编程实践活动，提供课程活动学习资源，搭建学习成果展示交流平台，有效助力青少年人工智能与编程的科学普及。
3.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每年邀请专业人士，以线上线下、互动体验的形式开展，打造出一场场生动、鲜活的思想盛宴，让更多青少
年乐于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推动青少年科技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2.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3.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印发《关于加强共青团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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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024"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主要以小院士培养、小院士的孵化、科创少年风采展示的形式开展，通过参与该项活动，使小院士更了解科技前沿的新知，共话科创好
习惯的培养，以线上形式宣传和展现新时代科创少年的风采。
2.2024“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主要从三方面开展：以校园行活动、人工智能实践与体验活动、科普读本形式开展，通过参与该项活动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3.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主要以“青年科学家+科技特色校+科创少年”联动的科创行动; 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青少年人工智
能科创教育成果展示和互动体验的方式开展，通过参与该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激发青少年学习、探究人工智能的热情。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104.1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小院士培养“系列活动11.04万元；
2.”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系列活动38.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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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助力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缓解本市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团市委等单位每年开办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小学
生爱心暑托班创办于2014年，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市信访办、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
绿化市容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学联、市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已连续十年成为市为民办实事项目，2023年首次纳入2023-2025年市民心工程。目前，爱心
暑托班服务的覆盖面逐步拓宽，整合的资源日益丰富，惠及的家庭逐年增多，形成了“团委牵头、市级统筹、区级操作、街镇办班、学校协同、社会支持”的合作模
式，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学生家长的热烈追捧。小学生爱心寒托班将于2024年寒假期间首次开办，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由市委宣传部、市精
神文明办、市信访办、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绿化市容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学联、市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小学生爱心寒托班的创办，将爱心托管从暑期延伸至寒假，实现爱心托管假期全时段覆盖。
二、立项依据
1.2023-2025年上海市民心工程（2023年发布）
2.《义务教育学生身心呵护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2023年发布）
3.《关于印发的通知》（沪重建〔2023〕1号）
4.《共青团上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
三、实施主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办班时间与地点，招收对象与办班规模，工作安排等。
（一）暑托班办班时间为暑假期间，约6周。寒托班办班时间为寒假期间，约2周。
（二）招收对象：招生对象主要为目前在本市小学就读的学生，由开展暑（寒）托班的各街道、乡镇负责招募，每个班招生不超过50人，不得招收“幼升小”阶段学
生。
（三）工作安排：
1.带班人员
原则上按不低于师生比1：8左右配备辅导人员，具体包括班主任和志愿者、安保人员。各办班点在街道、乡镇工作人员或带班人员中明确1人为安全责任人。
2.课程设计
各办班点根据软、硬件条件与对象特点，为小学生提供公益性假期看护服务并开展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活动，内容由规定环节（包括开班、结业式，“德智体美劳
”教育等）和自选环节（包括红色教育、身心健康、成长导航、环境保护、科学普及、读书赏析、手工实验、素质拓展、文体锻炼、益智游戏等）组成。鼓励各教学
点探索开设慕课课程。
3.安全保障
根据爱心暑（寒）托班安全防范指南要求，因地制宜地做好办班场地及周边的安保工作，确保餐饮安全。要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学生健康管理和办班点环
境卫生等相关工作。所有小学生、班主任及志愿者均须统一购买意外伤害等保险。各区发动教育、公安、消防、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城管等专业工作力量，共同做
好上下学等重要时段的安保工作，并落实开班前验收审核和开班过程中的走访督导等工作机制。
4.工作检查
严格自查、互查、第三方检查举措，由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安排专人共同组建市、区两级爱心暑（寒）托班专项督导组。推动各区建立团区委书记班子成员带班及
全覆盖检查监督制度，责任到人。严格落实“五项十必查”、“开班七件事”检查制度，在暑（寒）托班运行期间市、区两级以“四不两直”为主，开展安全检查和
监督，并对办班工作进行指导。
5.信息报送及应急处置
各区、各办班点建立平安信息报送机制，各办班点、各区应于每日办班结束后，按照“有事报信息、无事报平安”的原则，分别向区、市领导小组报送平安信息。如
遇重大突发事件，各办班点、各区应遵循“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原则，在事发后30分钟内向市领导小组报告。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643.4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小学生爱心暑托班500万元
2.小学生爱心寒托班143.4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助力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缓解本市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团市委等单位每年开办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小学
生爱心暑托班创办于2014年，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市信访办、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
绿化市容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学联、市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已连续十年成为市为民办实事项目，2023年首次纳入2023-2025年市民心工程。目前，爱心
暑托班服务的覆盖面逐步拓宽，整合的资源日益丰富，惠及的家庭逐年增多，形成了“团委牵头、市级统筹、区级操作、街镇办班、学校协同、社会支持”的合作模
式，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学生家长的热烈追捧。小学生爱心寒托班将于2024年寒假期间首次开办，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由市委宣传部、市精
神文明办、市信访办、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绿化市容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学联、市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小学生爱心寒托班的创办，将爱心托管从暑期延伸至寒假，实现爱心托管假期全时段覆盖。
二、立项依据
1.2023-2025年上海市民心工程（2023年发布）
2.《义务教育学生身心呵护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2023年发布）
3.《关于印发的通知》（沪重建〔2023〕1号）
4.《共青团上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
三、实施主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办班时间与地点，招收对象与办班规模，工作安排等。
（一）暑托班办班时间为暑假期间，约6周。寒托班办班时间为寒假期间，约2周。
（二）招收对象：招生对象主要为目前在本市小学就读的学生，由开展暑（寒）托班的各街道、乡镇负责招募，每个班招生不超过50人，不得招收“幼升小”阶段学
生。
（三）工作安排：
1.带班人员
原则上按不低于师生比1：8左右配备辅导人员，具体包括班主任和志愿者、安保人员。各办班点在街道、乡镇工作人员或带班人员中明确1人为安全责任人。
2.课程设计
各办班点根据软、硬件条件与对象特点，为小学生提供公益性假期看护服务并开展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活动，内容由规定环节（包括开班、结业式，“德智体美劳
”教育等）和自选环节（包括红色教育、身心健康、成长导航、环境保护、科学普及、读书赏析、手工实验、素质拓展、文体锻炼、益智游戏等）组成。鼓励各教学
点探索开设慕课课程。
3.安全保障
根据爱心暑（寒）托班安全防范指南要求，因地制宜地做好办班场地及周边的安保工作，确保餐饮安全。要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学生健康管理和办班点环
境卫生等相关工作。所有小学生、班主任及志愿者均须统一购买意外伤害等保险。各区发动教育、公安、消防、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城管等专业工作力量，共同做
好上下学等重要时段的安保工作，并落实开班前验收审核和开班过程中的走访督导等工作机制。
4.工作检查
严格自查、互查、第三方检查举措，由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安排专人共同组建市、区两级爱心暑（寒）托班专项督导组。推动各区建立团区委书记班子成员带班及
全覆盖检查监督制度，责任到人。严格落实“五项十必查”、“开班七件事”检查制度，在暑（寒）托班运行期间市、区两级以“四不两直”为主，开展安全检查和
监督，并对办班工作进行指导。
5.信息报送及应急处置
各区、各办班点建立平安信息报送机制，各办班点、各区应于每日办班结束后，按照“有事报信息、无事报平安”的原则，分别向区、市领导小组报送平安信息。如
遇重大突发事件，各办班点、各区应遵循“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原则，在事发后30分钟内向市领导小组报告。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643.4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小学生爱心暑托班500万元
2.小学生爱心寒托班143.4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围绕青少年发展和权益两大职能，探索构建新时代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体系。通过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青少
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项目内容，强化政治引领，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工作，严抓队伍建设，坚定信心，敢闯敢拼，不断提升服务保护工作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2.《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四五”规划》
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的通知》
4.《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5.《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6.《关于印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建立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涉青少年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议〉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组织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帮助青少年感悟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通过开展
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课题研究，梳理、总结、提炼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经验、特点，发现、破解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中的新现象、新问
题。
2.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完成青年工作联席会议重点课题调研和规划年度评估报告，做好指标监测体系设计，持续开展青年汇智团、上海青少年
应急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线上线下）、青年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活动并持续扩大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3.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完善本市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措施，巩固和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成效，推动贯彻落实《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出台《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释义》；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本市青少年社工知晓率和影响力，力争社工节宣传覆盖超过1万人次。   
4.“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改造300家“追光小屋”，切实解决青少年在住房方面的困难；借助平面媒体宣传、专题广播、宣传片和宣传手册等
宣传推广渠道扩大项目影响力和辐射面；对项目管理、制度优化、风险防范等开展工作规范化建设，对相关工作人员项目启动、中期检查、验收等开展专项培训。
5.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动人才培训工作，推进初级专业人才和中高级人才培训；推进课题研究、学习平台建设和课程开发；拓展公益合
作新模式，探索“社企合作，专业共促”的新形态；开展青年社会组织、青少年社工机构线上线下走访调研；积极推动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编制工作
。
6.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开展服务能力培训，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能力；开展项目优化、管理、督导，提高社工实务工作技巧；开展品牌、重点
、试点项目，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品牌建设；开展青少年事务主题活动，扩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体系社会影响；开展青少年服务研究，提高青少年事务社工
研究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68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预算金额为19.65万元；
2.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预算金额为36.44万元；
3.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预算金额为477.91万元；
4.“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预算金额为1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围绕青少年发展和权益两大职能，探索构建新时代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体系。通过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青少
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项目内容，强化政治引领，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工作，严抓队伍建设，坚定信心，敢闯敢拼，不断提升服务保护工作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2.《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四五”规划》
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的通知》
4.《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5.《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6.《关于印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建立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涉青少年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议〉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组织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帮助青少年感悟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通过开展
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课题研究，梳理、总结、提炼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经验、特点，发现、破解上海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中的新现象、新问
题。
2.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完成青年工作联席会议重点课题调研和规划年度评估报告，做好指标监测体系设计，持续开展青年汇智团、上海青少年
应急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线上线下）、青年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活动并持续扩大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3.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完善本市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措施，巩固和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成效，推动贯彻落实《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出台《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释义》；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本市青少年社工知晓率和影响力，力争社工节宣传覆盖超过1万人次。   
4.“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改造300家“追光小屋”，切实解决青少年在住房方面的困难；借助平面媒体宣传、专题广播、宣传片和宣传手册等
宣传推广渠道扩大项目影响力和辐射面；对项目管理、制度优化、风险防范等开展工作规范化建设，对相关工作人员项目启动、中期检查、验收等开展专项培训。
5.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动人才培训工作，推进初级专业人才和中高级人才培训；推进课题研究、学习平台建设和课程开发；拓展公益合
作新模式，探索“社企合作，专业共促”的新形态；开展青年社会组织、青少年社工机构线上线下走访调研；积极推动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编制工作
。
6.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开展服务能力培训，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能力；开展项目优化、管理、督导，提高社工实务工作技巧；开展品牌、重点
、试点项目，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品牌建设；开展青少年事务主题活动，扩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体系社会影响；开展青少年服务研究，提高青少年事务社工
研究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68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预算金额为19.65万元；
2.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预算金额为36.44万元；
3.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预算金额为477.91万元；
4.“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预算金额为1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学院综合管理工作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用于上海市团校综合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人才建设、综合保障工作、党建、纪委、群团工作、校园文化建设四个方面项目。
1.人才建设主要用于学校加强人才储备、引进、培养和激励人才建设工作。人才建设项目经费主要包含招聘工作经费、青禾项目工作经费、人才专项能力培养经费等
。
2.综合保障工作是负责学校日常的综合管理，以高效的管理模式促进管理水平有效提升，为团校高质量发展加速改革新阶段注入更多发展动力
3.校园文化建设主要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外宣媒体“朋友圈”，充分展现新时代团校改革发展面貌，讲好学校发展故事；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力度，以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为标准，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提升校内青年教职工幸福感满意度。
二、立项依据
1.《2023年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沪财绩【2023】4号）
2.《关于规范本市人事考试劳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沪人社专【2017】216号）
3.《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4.《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
5.《共青团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行动计划》
6.《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四、实施方案
1.人才建设是以建设团校高质量人才库为目标，开展招聘、青禾营员招募、人才专项能力培养等工作。其中人才专项能力培养包括中层干部、班主任和青年人才等专
项培训。
2.综合保障工作是以高效的管理模式促进学校党政及财务管理水平有效提升。定期更新校园环境氛围布置、提升档案规范及数字信息化、绩效评估等日常管理工作。
3.校园文化建设是以高质量宣传工作为基础，充分展现新时代团校改革发展面貌。重点做好党建年刊、宣传视频等；以文明单位创建评审工作要求为抓手定期开展教
职工活动。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学院综合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134.4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人才建设29.84万元
2.综合保障工作70万元
3.校园文化建设34.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要
求，通过开展青少年与团队工作研究、青少年数据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研究及宣传，为共青团提升对青少年的引领、服务和凝聚发挥支撑作用。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3.《共青团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行动计划》
4.《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
5.《关于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
6.《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7.《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四五”规划》
8.《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9.《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
10.《上海市青年发展型城区、街镇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一）青少年与团队研究专项
开展青少年与团队工作课题研究，经组织专业评审形成一批高质量调研报告及专报；定期开展青年研究和智库人才队伍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举行青少年发展学
术研讨活动，做好活动宣传及成果推广工作。
（二）青少年数据研究专项
通过数据资源库功能结构优化与数据集更新工作，提升本单位的数据资源管理水平，实现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通过网络舆情动态跟踪研究进行日常化数据采集，形成
青少年网络观察报告；通过优化栏目设置、升级推文内容等方式落实数据宣传工作，实现本单位研究成果的新媒体转化和传播。
（三）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评价工作体系构建、青年发展政策评估与建议、上海青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等研究，以更有力地引导青年投身高质量发展；开展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研讨活动，探索青年参与和共青团作用的互促机制。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182.8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与团队工作研究98.36万元；
2.青少年数据研究34.5万元；
3.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要
求，通过开展青少年与团队工作研究、青少年数据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研究及宣传，为共青团提升对青少年的引领、服务和凝聚发挥支撑作用。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3.《共青团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行动计划》
4.《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
5.《关于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
6.《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7.《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四五”规划》
8.《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9.《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
10.《上海市青年发展型城区、街镇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一）青少年与团队研究专项
开展青少年与团队工作课题研究，经组织专业评审形成一批高质量调研报告及专报；定期开展青年研究和智库人才队伍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举行青少年发展学
术研讨活动，做好活动宣传及成果推广工作。
（二）青少年数据研究专项
通过数据资源库功能结构优化与数据集更新工作，提升本单位的数据资源管理水平，实现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通过网络舆情动态跟踪研究进行日常化数据采集，形成
青少年网络观察报告；通过优化栏目设置、升级推文内容等方式落实数据宣传工作，实现本单位研究成果的新媒体转化和传播。
（三）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评价工作体系构建、青年发展政策评估与建议、上海青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等研究，以更有力地引导青年投身高质量发展；开展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研讨活动，探索青年参与和共青团作用的互促机制。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182.8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与团队工作研究98.36万元；
2.青少年数据研究34.5万元；
3.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按照青年发展规划要求及共青团主责主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主要内容为：（1）以发展理念引领上海青年志愿者工作，形成管理规范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项
目和组织体系，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制度化、日常化、便利化开展，积极参与并做好重大赛事和会议的志愿服务工作，助力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展现上海青年优秀形
象；（2）引导广大青年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人生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鼓励青年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为贫困地区改善区域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支持；（3）深入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青年往西部区
、往基层去、往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引导青年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发展。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 
3.《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24届（2022-2023年度）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21〕5号）
4. 关于沪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备忘录
5.《关于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推进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的通知》（中青联发〔2001〕22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希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上海市爱心助学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启动春运“暖冬行动”、西部计划、赴滇志愿者及各类赛事赛会志愿者招募需求排摸，以需求导向为基础，面向高校、社会层面开展志愿者招募宣讲活动，完成志愿
者培训、出征、上岗工作，同步做好后续在岗期间的对接及物资保障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工作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为1,154.5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常态化志愿服务运行保障经费15万元
2.上海青年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赴滇服务接力工作16万元
3.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1,010.74万元
4.志愿者培训20.37万元
5.上海青年志愿者服务社区专项行动24.30万元
6. 春运暖冬行动志愿服务保障经费8万元
7. 大型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53.5万元
8. 志愿者体检费6.6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系列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含“关爱困难青少年公益活动”、“希望工程教师培训”、“智慧希望工程系列活动”和“上海希望工程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四个二级项目，旨在通过
培训交流、资助表彰、支教等形式，提高农村校长、教师综合素质，增强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通过向农村青少年提供成长性社会支持，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
网络素养，增强自我保护、维护合法权益意识，引导青少年尊重生命、热爱生活，促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等15项重点工作目标；同时把握互联网传播趋势，研究适
合不同群体受众特点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传播语态，尤其注重贴近青少年审美，提升品牌在“Z时代”中的知名度，激发社会公益热情，展现企业公民精神，推动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2024年恰逢上海希望工程项目发起3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希望工程寄语精神及给上海希望工程的批示精神，充分发挥新时代希望工
程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功能，以希望小学回访、座谈等形式，凝聚青年力量，推动社会各界力量关注青年成长。
二、立项依据
1.《共青团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傅振邦同志在全国希望工程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3.《贺军科同志在共青团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希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上海市爱心助学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充分利用上海优质的教育资源，围绕上海对口帮扶地区，面向全国3-5个省，完成四期希望小学教师培训，为当地教育教学事业提供帮助。依托互联网公益平台，开展
“圆梦微心愿”等线上公益项目，聆听当下困难青少年诉求，解决切实需要。同时，开展上海希望工程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以座谈、回访等形式凝聚青年力量，扩
大希望工程品牌传播覆盖率和新时代希望工程的品牌影响力。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系列活动经费项目安排2024年预算金额98.33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 希望工程教师培训42.6万元
2. 智慧希望工程系列活动13万元
3. 关爱困难青少年公益活动14.59万元
4. 上海希望工程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28.1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