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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
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中指出：“共青团要
把牢新时代青年工作的主题，
最广泛地把青年团结起来、组
织起来、动员起来，激励广大青
年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勇
当先锋队、突击队。”当代中国
青年是与新时代共同成长前进
的一代，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与责任。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网络已经成为广大青年的
聚集地和交锋地，也成为了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战场。做
好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加强对
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引领，
必须瞄准网络空间，着力开拓
新平台新阵地，通过互联网与
青年实现同频共振，团结引领
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火
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青年与互联网

实现良性互动

当代青年群体的成长伴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与高速发展，
与互联网相随相生，相携相长，
青年与互联网在新时代的良性
互动，不仅充实和拓展了青年
的生活空间和认知领域，同时
也为互联网的发展注入了创新
活力。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
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2023年 6月，我国网
民规模为10.79亿，较2022年
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76.4%，从网民年龄构
成来看，青年是占比最大的网
络用户，在短视频、网络直播、
网约车用户中，青年仍是主力
军。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
广泛应用，无人不网、无时不
网、无处不网成为青年人的常
态，青年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
式发生深刻改变。互联网为青
年提供了观察世界的视角，青
年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
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互联网为
青年提供了对话世界的渠道，
青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人际
交往、日常购物、娱乐休闲；互
联网为青年搭建了展示自我的
平台，青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

行网络直播、线上带货、自媒体
运营。互联网为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在互联网这片巨大的舞台
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互联
网时代下延伸出的新行业，为
青年一代提供了新的就业选
择，可以说，数字化时代的中国
青年大有可为。

青年深刻影响了互联网，
互联网因青年而蓬勃发展。青
年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
社交、在线教育等各类互联网
技术应用场景中到处是青年活
跃的身影，他们不断为网络发
展持续注入活力和动能。青年
是改变和促进世界科技发展的
重要力量，互联网领域很多突
破性的原始创新，青年科学家
功不可破，中国第一台全部采
用中国处理器的世界最快超级
计算机就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27岁的年轻人创造的奇迹；青
年是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顺应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的新兴业
态，创造了电子商务的奇迹、物
流的奇迹、支付的奇迹，正在成
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
力；青年是互联网文化重要塑
造者，他们运用短视频创作、线
上演出、数字出版等形式，为网
络文化的塑造注入青春力量，
但也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了二次
元、拍客、弹幕文化等多样的亚
文化。

网络阵地中青年工作

面临挑战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
最为日常化、功能最强大的信
息集散地，是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网而生、
因网而聚、因网而变。目前，共
青团组织如何在互联网阵地中
引领青年、组织青年和服务青
年，还面临一定的挑战。

引领青年的力度需要进一
步加强。互联网时代，海量信
息和新技术的快速更迭促进了
青年思想的独立和社会思潮的
碰撞，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
对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
大的冲击。当代青年，尤其是

“Z世代”青年（新时代青年），
存在明显的圈层化特征。某些
社会思潮在传播过程中，主动
深入这些文化圈层，与青年网

络社交和娱乐方式相结合，迎
合青年心理和话语体系，从而
对青年群体产生吸引力、影响
力甚至动员力，甚至利用部分
青年潜在的亚健康心理，抓取
青年的群体情绪，瓦解青年的
心理防线，以达到分化青年心
理、激化青年行为的目的，一些
青年很容易就此“偏航”。互联
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思政教育
模式，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如果
过于保守和固化，无法结合现
今青年的实际状况，就很难吸
引青年驻足，更无法充分发挥
团组织的引领作用。

扎根青年的程度需要进一
步加深。过去，青年一般是基
于血缘、地缘、亲缘等关系进行
交流交往和聚集，是一种带有
稳固特征的熟人朋友圈，情感、
组织服从因素在社会参与过程
占比较大，因此在传统的社会
网络中，每一个网络都相对独
立，与其他网络的交流更为闭
塞。但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与
世界的关联方式和朋辈之间的
互动方式发生改变，他们习惯
通过借助微信、微博、短视频等
新媒体平台，基于业缘、趣缘、
志缘等关系在线结交新朋友，
从而构建了区别于传统的新型
交流交往圈子。面对数字化时
代青年社交范围和方式的转
变，以地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
共青团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磨损，组织青年的工作方法有
待改进，运用网络新媒体开展
工作的力度有待加强，如何借
助互联网开拓新时代语境下思
政教育的新阵地，值得深思。

服务青年的广度需要进一
步扩大。互联网时代，各类价
值文化相互交织、融合和渗透，
网络文化的多元并存使得青年
的认知发生了巨大改变。同
时，他们的认知和表达呈现出
带有内隐性的新特征，在数字
互动中，emoji已经成为青年交
往的重要交流形式，形成了一
种新的网络社交的圈层文化；
网络空间闪动着青年活跃的身
影，他们往往匿名出现并通过
网言网语频繁为“新鲜事”发
声，并积极与其他发声者交
流。面对青年群体在思想和行
为发生的新变化，团组织如何
把握住青年的真正需求，开展
贴近青年的服务行动，强化在
青年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
其工作的重要方向。

提升共青团组织的

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

青年在网上，团的工作就要
做到网上去。越贴近互联网，才
能越贴近青年人，团的工作才会
和青年人心贴心。面对当代青
年人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均带
有明显网络化的特点，要以变应
变，转变思维方式，把网上共青
团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团组
织工作上网、服务上网、活动上
网，让互联网为我所用，实现以积
极健康的互联网去文化引领青年
人、塑造青年人，服务青年人。

坚持思想引领，唱响引领
青年的网络舆论主旋律，发挥
团组织在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意
识方面的引领力。共青团必须
牢牢把握为党培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根本任务，遵循思想政治工作
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突出
理想信念教育，利用互联网在
青年的心中播撒下信仰的种
子，让理想信念之光照亮青春
之路，当好“引路人”。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阵地加强对青年的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做好主流
思想和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
式的有效结合。各地各高校要
加大省级、校级网络思政中心
建设力度，形成立体化网络思
政平台矩阵。持续推动网络新
媒体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赋
能，把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中
国故事讲生动、讲深刻，让青年
在众声喧哗中听得到、听得进
正确的声音，引领广大青年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培
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青年人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充盈网络空间。依法加强网络
空间治理，遏制不正之风，强化
网上正面宣传引导，提振青年
发展的信心，增强青年奋进新
时代的底气，引领广大青年努
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坚持矩阵发力，进军青年
聚集的网络空间，提升团组织网
络空间的组织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环境，需要把互联网的
网络优势与共青团的组织化动
员优势相结合，统筹网上、网下
两条战线，占据并充分利用网络

这片青年聚集地，做好“知心
人”。适应互联网生态，针对青
年在网络聚集、在线社交的特
点，通过利用各种分众化、专业
化的新媒体平台，突破层级化模
式，通过微信群、QQ群等即时通
讯方式，一竿子插到底，直接联
系到青年，深深扎根青年。发挥
新媒体独特优势，开拓新时代语
境下思政教育的新阵地，打造以
官方新媒体公众号为主体，以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B站等平
台为阵地的新媒体矩阵，整合协
同网络育人元素和资源，通过分
众化采编和深度优质内容创作，
做到协同发声、矩阵引导、直抵
青年。内容供给上结合“现实世
界”，既要感性上吸引人，又能理
性上说服人；形式上多屏分发、
组合传播，以网上“键对键”带动
更广泛的线下“面对面”，有力构
建青年工作网上网下同心圆。

坚持主动融入，搭建服务
青年的网络家园，提升团组织
关切青年的服务力。要坚持以
青年为本，立足对互联网时代
下青年诉求的现实关照，做好
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当好“热
心人”。关怀青年的所迷所惑，
结合网络“碎片化时代”青年学
生的群体行为偏好，同时兼顾
不同个体差异化需求，创新思
路方法，突破圈层界限，用互动
式、体验式、渗透式的方式主动
融入青年学生的思想圈、朋友
圈、生活圈，用好青年语态，强
化网络互动，在尊重青年的主
体意识和表达意愿的基础上，
主动为处于成长迷茫路口的青
年群体解疑答惑，引导其敬畏
规则，强化青年群体对重大主
题的关注和理解，引导他们客
观地看待社会热点问题、理智地
在网络上发声；关心青年的所盼
所愿，分析青年群体在网络中的
情感表达，读懂青年的期待，积
极回应青年的关切，想青年之所
想、急青年之所急，促进青年有
序向前发展，利用互联网为青年
提供更多成长平台和成长环境，
在发展环境上为青年创造更多
机会，做到深深植根青年、充分
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真正
理解回应青年。【作者系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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