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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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5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收入预算29,51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5,435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787万元；
事业收入3,847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230万元。
　　支出预算29,51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5,435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787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支出预算25,435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78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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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重大活动保障项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等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4,30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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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团干部及青年特色培训、青年学科及教学研究等项目支
出。
　　3.“科学技术支出”科目1,00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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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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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等支出。
　　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科目1,778万元，主要用于重大活动保障项目支出。
　　7.“住房保障支出”科目93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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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52,84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749,1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54,352,844 二、教育支出 58,969,580

　　2. 政府性基金 三、科学技术支出 10,843,532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14,620

二、事业收入 38,465,632 五、卫生健康支出 6,623,256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780,000

四、其他收入 2,299,940 七、住房保障支出 10,338,328

收入总计 295,118,416 支出总计 295,118,416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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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49,100 143,059,095 25,391,065 1,298,940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3,783,146 13,782,846 3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472,946 5,472,646 300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310,200 8,310,2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55,965,954 129,276,249 25,391,065 1,298,640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143,273 22,143,273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754,223 52,254,223 500,000

201 29 50 事业运行 40,611,993 26,023,588 14,391,065 197,34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40,456,465 28,855,165 11,000,000 601,300

205 教育支出 58,969,580 51,827,563 6,142,017 1,000,000

205 02 普通教育 58,969,580 51,827,563 6,142,017 1,000,000

205 02 05 高等教育 58,969,580 51,827,563 6,142,017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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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支出 10,843,532 10,042,532 800,000 1,000

206 06 社会科学 10,843,532 10,042,532 800,000 1,0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8,861,832 8,460,832 400,000 1,000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1,981,700 1,581,700 4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14,620 16,860,682 3,953,938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689,844 16,735,906 3,953,93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67,200 367,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098,630 3,407,640 690,99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760,843 8,587,204 2,173,639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405,371 4,316,062 1,089,30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7,800 57,800

208 08 抚恤 124,776 124,77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24,776 124,77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623,256 5,398,405 1,224,85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581,256 5,356,405 1,224,85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48,666 1,84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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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732,590 3,507,739 1,22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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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338,328 9,384,567 953,761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0,338,328 9,384,567 953,76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73,528 5,419,767 953,761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64,800 3,964,800

合计 295,118,416 254,352,844 38,465,632 2,299,940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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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49,100 68,228,212 101,520,888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3,783,146 5,472,946 8,310,2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472,946 5,472,946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310,200 8,310,2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55,965,954 62,755,266 93,210,688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143,273 22,143,273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754,223 52,754,223

201 29 50 事业运行 40,611,993 40,611,993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40,456,465 40,456,465

205 教育支出 58,969,580 32,536,004 26,433,575

205 02 普通教育 58,969,580 32,536,004 26,433,575

205 02 05 高等教育 58,969,580 32,536,004 26,43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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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支出 10,843,532 8,861,832 1,981,700

206 06 社会科学 10,843,532 8,861,832 1,981,7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8,861,832 8,861,832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1,981,700 1,981,7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14,620 20,689,844 124,77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689,844 20,689,84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67,200 367,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098,630 4,098,63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760,843 10,760,843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405,371 5,405,371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7,800 57,800

208 08 抚恤 124,776 124,77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24,776 124,77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623,256 6,581,256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581,256 6,581,256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48,666 1,84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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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732,590 4,73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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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338,328 10,338,32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0,338,328 10,338,3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73,528 6,373,52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64,800 3,964,800

合计 295,118,416 147,235,477 147,882,939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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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254,352,84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3,059,095 143,059,095

二、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支出 51,827,563 51,827,563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三、科学技术支出 10,042,532 10,042,532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860,682 16,860,682

五、卫生健康支出 5,398,405 5,398,405

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七、住房保障支出 9,384,567 9,384,567

收入总计 254,352,844 支出总计 254,352,844 254,352,844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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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59,095 53,639,507 89,419,588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3,782,846 5,472,646 8,310,2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 5,472,646 5,472,646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310,200 8,310,200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29,276,249 48,166,861 81,109,388

201 29 01 行政运行 22,143,273 22,143,273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254,223 52,254,223

201 29 50 事业运行 26,023,588 26,023,588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8,855,165 28,855,165

205 教育支出 51,827,563 30,393,907 21,433,656

205 02 普通教育 51,827,563 30,393,907 21,433,656

205 02 05 高等教育 51,827,563 30,393,907 21,433,656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0,042,532 8,460,832 1,58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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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532 8,460,832 1,581,7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8,460,832 8,460,832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1,581,700 1,581,7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860,682 16,735,906 124,77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6,735,906 16,735,90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67,200 367,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407,640 3,407,6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587,204 8,587,20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316,062 4,316,06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7,800 57,800

208 08 抚恤 124,776 124,77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24,776 124,77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398,405 5,356,405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356,405 5,356,40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48,666 1,848,66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07,739 3,50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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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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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16 06 99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7,780,000 17,7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384,567 9,384,56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9,384,567 9,384,56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419,767 5,419,76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964,800 3,964,800

合计 254,352,844 123,971,124 130,381,720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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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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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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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18,334 86,818,334

301 01 基本工资 11,829,026 11,829,026

301 02 津贴补贴 19,694,898 19,694,898

301 03 奖金 327,196 327,196

301 07 绩效工资 29,706,517 29,706,51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587,204 8,587,20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4,316,062 4,316,062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719,819 4,719,819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636,586 636,586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68,509 368,509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419,767 5,419,767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12,750 1,212,75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992,808 32,99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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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821 1,118,821

302 02 印刷费 110,000 110,000

302 04 手续费 7,460 7,460

302 05 水费 236,000 236,000

302 06 电费 2,346,000 2,346,000

302 07 邮电费 1,075,502 1,075,502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3,454,835 13,454,835

302 11 差旅费 526,000 526,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603,700 603,700

302 13 维修(护)费 1,554,110 1,554,110

302 14 租赁费 2,975,328 2,975,328

302 15 会议费 91,000 91,000

302 16 培训费 311,732 311,732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49,800 649,800

302 26 劳务费 550,000 55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327,003 2,32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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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工会经费 1,237,737 1,237,737

302 29 福利费 1,954,800 1,954,8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0,700 330,7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886,080 886,08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46,200 646,2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67,000 2,967,000

303 01 离休费 102,040 102,040

303 02 退休费 2,864,960 2,864,960

310 资本性支出 1,192,982 1,192,982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149,622 1,149,622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43,360 43,360

合计 123,971,124 89,785,334 34,185,790



2025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
算数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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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2 60.37 91.18 33.07 33.07 862.63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84.62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1.92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60.37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3.07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1.92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内报废了一辆公务车辆。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费0.00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33.07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1.92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内报废了一辆公务车
辆。
　　（三）公务接待费91.18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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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63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5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6,408.1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334.3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119.45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4,954.30万元。
　　2025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502.98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9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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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绩
效目标0个；项目绩效目标39个，涉及预算资金13,522.12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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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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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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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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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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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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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爱心寒托班于2024年寒假期间首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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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2024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通知》（沪委办〔20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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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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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1日至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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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预算金额76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小学生爱心暑托班600万元
2.小学生爱心寒托班16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团干部与青年特色培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用于上海市团校团干部与青年特色培训工作，2025年项目主要包括三个子项目：
1.团青干部及特色人才工作项目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政治任务和核心业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面向全市团青干部及特色人才培训提供课程资源、师资保障及班次管理。
2.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公益）项目根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定位要求，以总部基地YSPACE为载体，对双创青年人才开展政治引领、能力提升、专业应用等方面的
教学和服务工作。
3.委托培训和科研项目面向全市团青干部提供承接培训服务以及科研课题。
二、立项依据
1.2023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2.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
3.2024年1月9日共青团中央印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42028年）》
4.《上海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4-2028年）》（沪团委发〔2024〕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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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内容：
1.团青干部及特色人才工作项目：在共青团上海市委指导下，重点实施青年政治人才培育行动，办好各类团青干部素养提升培训、青马工程青年政治能力培训、少先
队辅导员政治素质培训以及各类青年特色人才培训。
2.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公益）项目：根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定位要求，办好双创青年人才培训班；组织双创项目评审、青少年双创实践活动及上海青年创业论
坛；根据共青团中央下发的《青年之家青年夜校项目实施指引》组织开展青年夜校工作。
3.委托培训和科研项目：面向全市承接委托培训及科研课题。
（二）运行管理及保障措施
1.根据培训目标制定培训计划和经费预算。
2.安排落实培训场地、师资等。
3.制作培训材料，组织培训，负责培训班管理。
4.依据《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项目运行进行管理和保障。
五、实施周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团干部与青年特色培训项目安排2025年预算金额874.0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预算474.02万元，事业收入预算399.9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团青干部及特色人才工作347.61万元
2.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公益）126.41万元



3.委托培训和科研项目经费399.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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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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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研究、青少年数据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及宣传，进一步提升对青少年群体的引领力、服务力和凝聚力。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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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发〔2022〕13号）
4.《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中青联发〔2022〕1号）
5.《关于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中青联发〔20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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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府办发〔2021〕8号）
8.《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沪府办发〔2022〕5号）
9.《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2021〕29号）
10.《上海市青年发展型城区、街镇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沪青联席办发〔2022〕3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1.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研究
开展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组织科研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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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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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数据研究与宣传，提升本单位数据资源管理水平，加强数据产品成果转化及推广；围绕舆情趋势动态和青少
年新热点新现象，形成青少年网络观察报告；通过推送频次和版面设计的双重提升，提高公众号数据信息服务能力和公众影响力。
3.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十五五“上海青年发展规划、上海青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等研究，推动青年高质量发展；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研讨活
动及成果推广，探索青年参与和为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五、实施周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安排2025年预算金额158.17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研究70.17万元；
2.青少年数据研究48万元；



3.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4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青少年禁毒主题教育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青少年禁毒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二个子项目：
1.“禁毒故事我来讲”微短剧征集活动：青少年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和好奇心的群体，往往成为不法分子诱骗和利用的对象。毒品不仅严重侵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更破坏其家庭和谐，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该项目可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远离毒品危害，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
2.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公共安全教育课件）项目：为深入推进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危害宣传教育工作，将禁毒教育融入德育教育、思想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
育和健康教育范畴，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2.《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
3.《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4.《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5.《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2016-2018）》（禁毒办发〔2015〕1号）
6.《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教材函〔2021〕3号）
7.《关于加强共青团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中青联发〔2023〕2号）
8.《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本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青〔202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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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故事我来讲”微短剧征集活动主要鼓励全市青少年积极参与，将禁毒历史故事、禁毒英雄人物事迹等进行再创作，通过分角色演绎舞台剧表演的形式，生动
地进行呈现。通过材料搜集与初步筛选，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报送的禁毒舞台剧视频进行评审，项目组再对作品进行一对一的剧本创作指导及演员表演指导。
2.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公共安全教育课件）项目主要结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推出公共安全教育课。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的菜单组成，
开发适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年龄段的禁毒课件；“选修课”分为禁毒知识类、法律类、科普类、食品安全类等，形成1+1>2的模式。
五、实施周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青少年禁毒主题教育活动项目安排2025年预算金额29.0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禁毒故事我来讲”微短剧征集活动项目安排预算金额19.02万元；
2.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公共安全教育课件）项目安排预算金额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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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青年往西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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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 
3.《2022-2023年度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沪团委联〔2022〕19号）
4.《关于组建第27届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2025-2026年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24〕3号）
5.《关于做好2024-2025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派遣工作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24〕2号）
6.《关于做好2025-2026年度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岗位摸排和扩容申请等工作的安排》
7.《关于沪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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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1日至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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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预算金额1,510.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预算1,450.74万元，其他收入预算60.13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常态化志愿服务运行保障经费12.08万元
2.上海青年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赴滇服务接力工作14.32万元
3.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1,415.44万元
4.春运暖冬行动志愿服务保障经费8.90万元
5.志愿者体检费6.63万元
6.大型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53.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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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违法犯罪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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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府办发〔2021〕8号）
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的通知》（中青明电〔2024〕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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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8.《共青团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硬担当青春篇章的决定》
9.《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10.《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2024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通知》（沪委办〔2024〕5号）
12.《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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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政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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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上海青年汇智团、上海“
青年驿站”、市级青少年创新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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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违法犯罪工作：进一步完善青少年权益维护工作机制，提升对本市困境青少年群体的服务和帮扶力度；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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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宣传贯彻落实《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发挥《未成年人司法社会
工作服务规范》和《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实施指南》行业引领作用，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提高本市青少年社会工作知晓率和影响力。      
4.“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居室微改造项目：聚焦困境未成年人居住的现实问题，2025年计划完成300间“追光小屋”改造任务，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开展法律顾
问保障、决策咨询、成本核算分析、对象跟踪调研等工作，提升项目的规范化程度；在项目启动、中期检查和验收评估等不同环节开展专项培训，提高项目推进的有
效性；开展全过程管理，组成项目专项工作组对改造小屋开展走访调研；开展项目评估，加强监督保障，确保项目行稳致远。
5.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储备社会工作人才、初级（含新进）社工、中高级社工等人才培训，提升培训覆盖层级，为全市青少年事务社工提
供交流互动的平台和增能成长型的服务。研发更新社会工作课程内容，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品牌课程和精品课程的整合、上线。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行业专项活动



及行业调研，在全市开展网络素养等项目专项活动。
6.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年度内开展督导工作，加强各区工作站专业管理技能和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实务工作技巧；开展考核工作，检验各区工作站和
青少年事务社工接受督导的成效；开展品牌项目服务，帮助品牌项目服务改进并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开展主题活动，扩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体系的社会影响；
开展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专题调研，提高青少年事务社工业务服务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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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预算金额710.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预算金额为22.65万元；
2.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和青少年服务维权工作预算金额为40.75万元；
3.维护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违法犯罪工作预算金额为72.35万元；
5.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预算金额为95万；
6.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预算金额为329.65万；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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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