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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ly developing society, the task of fine manag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is increasingly heavy, and the youth, as a new 
force of the societ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Young people represent vitality, innovation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ir participation can not only bring fresh thinking and motivation to municip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governance work. We will enable young people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and refin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refor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actively guide the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e manag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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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视角下天津市独立学院青年
参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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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而青年作为社会的生力军，其参与对于提升治理效能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青年代表着活力、创新和多元视角，他们的参与不仅能够为市域治理带来新鲜的思维和动力，还能够
促进治理工作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让青年在社区服务业发展中施展才华，也为提高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
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引导青年参与到市域治理精细化
管理之中。

关键词

党建引领；市域治理；青年；参与路径

【作者简介】罗媛文（2003-），女，中国江苏南京人，在

读本科生，从事实际问题和社会需求研究。

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当前高校青年参与治理数量与组织类型不断猛增，发

展成上升趋势。因此，天津市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精细化路径

的调查研究既为当代青年就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深

入挖掘和分析相关数据，我们将全面了解天津市独立学院青

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和问题，为推动天津市基层社会

治理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独立学院青

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促进其全面发展。

2 高度重视青年在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

共青团作为青年的先锋队和引领者，高度重视青年在

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致力于激发青年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

会贡献力量。天津市独立学院青年及青年社团组织在市域治

理精细化管理中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参与和

贡献对于推动天津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具

有重要意义。

2.1 提升治理效能和创新能力
高校青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参与市域治理带来了

新的思维和活力，敢于创新、勇于尝试为治理工作注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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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和动力。例如，天津市和平区依托“心驿五大道”推

动基层治理工作矩阵，结合“青春联盟”等街校共建项目，

充分利用高校青年志愿者的创新力量提升社区活力，开辟了

高校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新路径。

高校青年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容易快

速地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市域治理的实践中。

这种创新能力推动着市域治理工作的创新发展。例如，天津

市河西区聚焦“十项行动”，建成“河西区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基地”，共设共建“六护之窗”“羽化成蝶”室内外主题

活动区，持续开展常态化普法，为“普法、知法、用法”营

造了良好氛围，保障了一方治安。

2.2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的实践活动，能够深入了解社会治

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从而增强青年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例

如：天津市河东区区域化团建单位、国网天津电缆公司、国

网天津信通公司青年志愿服务队，以环境卫生清整为“主攻”

一边攻坚卫生死角，清理小区道路、绿化带、口袋公园、垃

圾桶周边的垃圾，一边掀起楼道革命。

青年在参与市域治理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积极传递正

能量，引导社会风气向善向好为服务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例如，天津市东丽区深入实施“社区青春行动——

寸草心”高校青年志愿者助老行动，积极营造敬老助老的

浓厚社会氛围。“思想助老、文化助老、服务助老、健康

助老、科技助老”5 大方面也积极引导青少年参与志愿助老 

服务。

2.3 促进青年参与和多元共治
积极搭建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的平台，如“挑战杯”“三

下乡”“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以及线上交流平台，青年

积极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参与治理工作，大大激

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

青年参与市域治理推动了多元共治新格局的形成。例

如：共青团依托“青年之家”以高校为桥梁搭建青年与政府

部门、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协作的良好形式，形成合力，

推动市域治理的全面发展。

2.4 提升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高校青年，特别是工科类院校具备较高的科技素养和

数据分析能力，能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市域治理的精细

化水平。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

现对城市管理的精准化、智能化。

青年在参与市域治理的过程中，能够积极推广和应用

新技术、新方法，推动城市管理的智能化发展，这也为高校

青年对于理论知识的拓展和应用加深了一个维度。例如，通

过构建智慧城管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等手段，提升城市管

理的智能化水平 [1]。

3 精准把握青年在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中的
现实困境

3.1 站位高度有待清晰
站位高度对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具有深刻的

影响。青年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问题，更全面地理解市域

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从而提出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建

议。这种高度的站位有助于青年在参与治理过程中，考虑更

广泛的社会利益，形成更为成熟和理性的决策。

然而，独立院校在鼓励青年参与市域治理方面的理论

教育定位不够清晰，院校对于制度政策的理解不够深入，或

者存在落实浅显的状况，青年对于市域治理的宏观目标、政

策导向以及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青年面临站位高

度不清晰的困境，天津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中强调了坚持

正确领导，把握正确方向，但青年在参与治理时，仅仅关注

于具体的社区服务活动，而未能将这些活动与城市发展、社

会治理的大局相联系。导致在参与过程中缺乏全局观念，难

以从更高的角度思考问题，无法提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

建议，从而导致青年对于融入治理缺乏信心及活力 [2]。

3.2 路径广度有待创新
路径广度对于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

的意义。更广泛的参与路径可以为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

台，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和参与到市域治理的各个方面。这

有助于青年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并为解

决问题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方案。

天津市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其中包括推进

“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的治理模式，虽然天津市在推

动青年参与市域治理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具体来看，天津

市独立院校在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的路径上存在局限性，渠道

和方式较为单一，在市域治理中的应用不够广泛和深入。院

校仍然缺乏精细化的区块划分，以及参与路径的引导，难以

满足青年多样化的参与需求。

3.3 机制精度有待完善
机制精度对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具有最直接

的影响力。精确的机制设计能够确保青年参与治理的规范性

和有效性，为青年提供明确的参与路径和权责划分。高精度

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青年在参与过程中获得

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如资金、技术和培训等。机制的精准把

控不仅能激发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通过精准的政策

引导和激励，使青年在市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激发更大

的潜力，推动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天津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

中，提到推进内部治理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天

津市已经建立了一些关于青年参与市域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但现阶段天津市部分独立院校关于青年参与市域治理方面

一些制度过于笼统，对于青年及院校内的青年组织、党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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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参与实践治理活动与理论宣传活动的开展缺乏标准化

的制度和科学化的引导，导致青年落实行动缺乏针对性和实

效性。

3.4 资源宽度有待拓展
为深入落实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要求，

坚持夯实基层的鲜明导向，破解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工作面临

的新问题新挑战，天津市北辰区新华里社区，区、街、社区

三级联动，面向全域找资源、寻伙伴，探索新华里社区“青

春合伙人”模式，通过扩大朋友圈子、畅通参与路子、培树

活动牌子三条路径，让辖区内各领域青年走进来、动起来、

留下来，为老旧社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天津市高等院校智慧校园建设标准中提到了数字资源

建设，包括开放资源、引进资源和校本资源。天津市的部分

独立学院青年在参与市域治理时依然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

这主要体现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青年在参与社区治理时缺

乏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培训和指导，项目会难以持续

开展，或者完成效果不佳，创新想法难以实现，导致青年在

参与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院校对于市域治理还

存在资源精准对接方面的空白，从上层到高校再到青年与实

践地方无法形成成熟稳定的闭环，此外，青年还面临信息不

对称、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使得青年在参与市域治理过程

中处于不利地位 [3]。

4 科学谋划青年在市域治理精细化管理中的
参与路径

4.1 理念指引，矢志遵循“总基调”
青年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为深入落实天津市

委、市政府“十项行动”要求，团天津市委聚焦基层治理行

动，将青年工作融入社区阵地，开展“青少年科创计划”，

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积极探索青少年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天津模式”。

天津市独立院校在科学谋划青年参与市域治理方面的

理念指引应该始终重视强调政治引领和党建在市域治理中

的先行作用，领悟制度政策对于青年的基本要求和理论指

引，以开放的思想、包容的态度，促使青年明确自身的站位

高度以及时代责任，勇于实践，深入基层。

4.2 模式创新，实践蹚出“新路子”
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科学理论武装青

年，用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天津市在科学谋划青年参与市域

治理精细化管理的模式创新方面，除了已有的实践和探索，

还应坚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贯彻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等方面，进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与多维度、创

新性的提升。

独立院校也应该积极组织构建青年智库，多领域集中

青年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市域治理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支

持，特别是在青年就业、教育、健康等社会治理问题上提供

青年视角的政策建议。建立创新激励机制，鼓励青年提出创

新想法和解决方案，联合各院校通过竞赛、奖励等方式激发

青年的创新热情和参与动力，赋予其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实

现从“有序参与”到“有序治理”的高效转变 。

4.3 筑牢制度，科学谋划“路线图”
党的二十大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国家建设，

团天津市委以党的二十大中心思想为指导实施“青春行

动·百千万”计划，引导万名青年参与基层治理。

在进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时，应该更充

分考虑青年的视角和需求，鼓励青年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

的各个阶段，确保治理体系和政策制度能够有针对性地服务

于青年群体。院校也应该针对制度的转变，对于青年及院校

内的青年组织、社团参与实践治理活动与理论宣传活动的相

关管理制度做出标准化、科学化的调整，避免院校被动引导、

监督缺失的情况出现。

4.4 众智合议，共治共享“金点子”
团天津市静海区委升级新时代青春版“枫桥经验”，

探索出“村 + 团 + 服务队 + 积分管理”合力共建机制，实

现村委会行政管理与农村青年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共

同营造出“一批青年骨干担当，一片青年跟上”的基层治理

新局面 [4]。这项共建机制的出现，为独立院校对于青年参与

市域治理提供了新的启发，高校应该积极拓展政府、企业、

社区、街道等地方的合作，使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使高校发

挥培养作用，使资金技术充分保障，使青年实干笃行。

在此基础上，鉴于天津市的区位特点，青年参与市域

治理应具有开放性，考虑国际化因素，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

的治理理念和模式，提升市域治理的国际化水平，院校可以

借鉴天津市“津治通”和“津心办”两“津”平台的实践，

构建集数据收集、分析、应用于一体的智能化治理平台，让

青年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参与到市域治理中，实现“一网通

办”和“一网统管”，提升治理效能。

随着青年在市域治理中的不断深入参与，天津市的市

域治理将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精准高效、更加开放包容，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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