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元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是
位“90 后”，从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结构物
设计制造专业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留镇创
业。在全国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时代大背
景下，张胜及团队研发的从硬件设计到软件编程
的全产业链技术，为环保、海事、海警等部门和高
校科研单位提供无人航行器设计定制、工业物
联网、商船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等无人艇业务，项
目荣获我市“金山英才”计划支持。随着公司在
国内无人艇研发制造业的声名鹊起，近年来，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镇江籍高校毕业生的加入，不
仅为公司增添后劲，也促成青年人才与镇江“双
向奔赴”。

像张胜一样，把梦想照进现实，为家乡发展做
贡献的青年人才在我市还有很多。“青年喜欢一座
城、扎根一座城，归根结底是这座城能否让他们追
逐理想，实现梦想。”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认为。

近年来，我市聚焦产业强市，不断完善“引才、
育才、用才”青年人才全链条服务体系，为招才引
智、人才“镇兴”做贡献。去年4月，由市委人才办、
团市委、市教育局联合建立的镇江籍在校大学生
人才信息库正式发布，不仅为人才“归雁”计划各
项工作开展带来了诸多便利，还切实为带动镇江
籍大学生返乡干事创业带来全新助力。截至目
前，已有近14000名学生入库。

“我们采用发送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有针
对性地为大学生实时推送本地人才政策资讯，为
他们实习见习、社会实践考察、就业创业提供全面
的信息服务。”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说。仅去年暑
期，团市委就遴选出 2000余个优质大学生实习岗
位，种类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命健康以
及数字经济等类别，满足各专业学生多元化的实
习需求，为青年全面走近镇江、认识镇江、爱上镇
江、融入镇江，创造了条件。

“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对毕业后返家乡、
建家乡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对于家乡的变化，

“镇江籍在校大学生人才信息库”在宁大学生推介
官——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钱霆同学深有感触，
他希望今后在为家乡发展宣传推介、献计献策、对
接资源等方面做出贡献。

“实际上，‘校地协作’就是一场互相成就的
‘双向奔赴’。”在团市委有关负责人看来，“校地
协作”链接属地企业的人才和技术需求，链接高
校院系的人才供给和科研成果。

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推动校地
团组织深度融合，以“六推六联”行动为具体指引，
加强各级地方团组织与高校团组织的紧密联系，
为青年双创搭建交流平台，培育技术攻关项目。
截至目前，已推动驻镇高校 1000个团支部与地方
1000个社区（村、企业）基层团组织结对共建、资源
共享。其中，联合在镇高校，选拔10支大学生电商
直播团队与 10家涉农青年经营主体开展示范结
对，通过电商赋能直播助农，促成大学生能力提升
与涉农青年经营主体发展的“双向奔赴”。

“在青年求职入职的关键节点上，及时伸手帮
一把，为年轻人搬开走出校园的第一块‘绊脚石’，才
能真正为党做好引才聚才这篇‘大文章’。”丹阳团市
委书记童敏认为。

为了伸出诚意满满的“橄榄枝”，丹阳团市委
精心打造了城市书房驿站，不仅为来丹创业就业
人才提供短期免费住宿和政策宣传、岗位推介、城
市体验等服务；还致力于打造青年融入丹阳的“第
一窗口”——“丹阳书房”，超 6万册图书任青年借
阅，内设“非遗体验馆”，在驿站即可一站式体验丹
阳各式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个多小时的活动，为我们这群陌生的同龄
人搭建了很好的沟通交流渠道，也让我们对镇江
有了更多的了解。”日前，来自地质三队的小杨在
参加文化体验联谊交友活动时，认识了一群“圈
外”朋友，给她“两点一线”的平淡生活带来缤纷
色彩。

据悉，自 2022年镇江首届青年人才交友文化
节启动以来，在市委人才办的指导下，团市委聚
焦在镇创业、就业的各行各业青年人才，选聘百
余名“青缘大使”，打造集信息登记、心动匹配、活
动宣发为一体的线上交友小程序，发挥组织优
势，适时推出文化传承、民俗体验、志愿服务等主
题活动 60余场，吸引青年人才 9000余人次，做到
月月有活动、处处有文化、时时有服务。同时，持
续开展“宜游镇江，有模有 young”系列活动，为青
年提供优惠实用的《“镇”青春 创“江”来一票
通》，以及涵盖青年人才生活、住房、创业等补贴
政策，延伸配套的多元化精准化服务，打造独具
特色、更具温度的人才生态，让镇江成为青年人
才更温馨的“家”。

为了让广袤乡村成为新时代青年大显身手、
大展才华、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我市始终激励引
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让产学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

团十九大代表、句容市下蜀健蜂园蜂业专业
合作社总经理舒锦博，2018年退伍后，瞄准乡村旅
游市场，深耕“产业+文旅模式”，开辟以体验养蜂
生活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年接待 2万余人次。
致富不忘帮乡邻，为了带动周边青年就业，舒锦博
创办了专业合作社，目前，拥有养殖合作蜂场 210
多家，蜂群多达 2万群；线上线下年销售蜂王浆高
达90多吨、蜂蜜50多吨、蜂花粉15吨。

无独有偶，拥有硕士学历的费清照，被家乡的
创业政策吸引，工作3年后毅然回家乡句容边城创
业。其创立的公司主营新型观赏类植物“空气凤
梨”，公司掌握的常规培育技术、培育规模和自持
品种数量均全国领先，年销售千万元以上。

随着青年人才的逐渐“显山露水”，如今，越来
越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共富乡村建设这趟“列车”，
全市“新农人”队伍不断壮大。以此为契机，我市
全面升级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人才库，大力深挖“宝
藏青年”，在原“新农菁英”人才库的基础上，依托
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寻访活动，挖掘和培育在涉农
创业、乡村治理、科技兴农、乡村社会实践等服务
乡村振兴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的乡村振兴青年典
型；同时，举办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宣讲会、分享会，
激励更多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我市依托“亚夫兴农”志
愿服务队的专业优势，实行农业“老专家”结对博士

“新智囊”的青蓝结对方式，帮助解决农业生产技术
难题。其中，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句容“亚
夫兴农团队”围绕草莓、葡萄、食用菌、水产、畜牧、
电商等多个门类，组建了11支“青禾”科技服务队，
通过结对帮扶、巡回“问诊”等方式，深入乡村一线
开展志愿服务，推动现代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应用。

教育培训、身心健康、权益维护、婚恋交友、住
房就业……这些都是困扰青年的利益关切和长远
发展需求，如何切实有效解决他们面临的“安身、安
心、安业”问题，是促进青年人才成长的重中之重。

聚焦青年的所思所忧所盼，近年来，全市各级
团组织持续搭建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心理咨询师、
公益律师、青年医师等专业人士的加入。在统一
调度下，12355专家与服务对象一对一沟通交流，
提供精准服务。全年青少年维权诉求类个案办结
率、满意度高，举办的12355青春护航云课堂，观看
人数超200万人次。

“我们注重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整合各方
资源，建立更广泛的帮扶渠道。去年，在接到
12355求助电话时，我们能够有的放矢，第一时间
会同有关部门团干部上门走访慰问、提供心理疏
导、申请政策支持，为困境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句容团市委副书记杨鸣昊介绍。

去年暑期，在青少年发展中心的爱心暑托班
点，一位12岁的周姓小男孩由于性格内向，在开营
刚入班时，不敢与人对视、交流。“经过 28天的托
班，小男孩从一开始不愿意与人交流到勉强上台
朗诵，再到第一次领读完毕，逐渐自信起来，还在
爱心暑托班交到了好朋友。”社会组织负责人说，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爱心暑托班结束
后，小男孩的奶奶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新学期，
孙子竟然主动申请当体育委员，希望明年还能有
机会参加爱心暑托班。

为聚力打造“很有前途”的青春平安之城，健
全青少年权益保护机制，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推动未成年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
加强监护缺失或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通过青少年

“法治公开课”“模拟法庭大赛”等活动，不断提升
青少年法治观念，帮助青年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
设过程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放飞梦想；在产业
强市中贡献青春力量；在全面推进“苏青
驿站”建设中，增强求职就业青年的城市
归属感；在“新农菁英”筑梦田野上，让青
春赋能乡村振兴；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中，聚力打造平安青春之城……

青年是城市的财富，城市因青年而
兴，“双向奔赴”才能“同频共振”。自我市启动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以来，始终聚焦“福地名城”的城市愿景，从关注

“青年引入”，到培育“青年活力”，再到实现“青年有为”；从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到全面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多
措并举，汇聚合力，全方位展现一座城市对青年的最大诚
意，努力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王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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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我，青春报到”志愿服务团队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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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域高质量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从“双向奔赴”到“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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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农商·新农菁英贷”一行一品合作签约 2023年“爱心暑托班”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

在宁镇江籍学子联谊活动在宁镇江籍学子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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