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2016－2025年）》，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志愿

之城建设是为了在城市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营造

邻里和睦、友善互助的社会氛围，构建广大群众生活和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环

境。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地区中有些城市正在积极探索志愿之城建设，青

年和志愿服务成为“双城”建设的契合点，产生叠加效应。志愿之城对青年

优先发展、平等发展、互助发展、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

青年在提升志愿之城的活跃度、创新力、包容性、国际范等方面成为不可或

缺的力量。因此，需要特别重视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建设的相互促

进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城市 志愿之城 时代担当 共同发展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未来发展的希望。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青

年聚集于城市。数据显示，2020年，外出农民工总数近1.7亿，其中多数为青年；青年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 71.1%，比十年前增加15.3%，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7.2%，更多青年通过城乡

之间的发展流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发展跃迁［1］。城市因为青年的聚集充满创新、活力，同时城

市也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充足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2022年4月1日，中

宣部、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青年发

展型城市是指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更好满足青

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优化，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

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2］青年是城市志

愿服务的主力，并通过志愿服务融入城市发展；同时，志愿服务也有利于青年重建社会资本，借

此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逐步演变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型社会资本［3］。目前，全国

很多城市为了更广泛、更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中来，相继出台了建

设志愿之城的意见或规划。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志愿之城虽然建设目标、路径不同，但它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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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青年和志愿服务基因，在为青年提供友好发展环境的同时，也为青年搭建了创新、参与、共

建的舞台。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志愿服务的繁荣发展和青年志愿者事业的发展壮大，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坚持以社区为主

阵地，广泛开展青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4］许多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积极开展青年志

愿者进社区、建设青年志愿服务示范社区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志愿之城的

有效结合。本文力求把握“双城”①建设的叠加效应，为“双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建设的叠加效应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要“激发青年开风气之先作用，引导青年热心支持慈善事业、机

制化普遍性参与志愿服务，在服务社会中获取精神力量，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贡献者和传播

者。”［5］这就使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更有互动的空间。深圳市率先

提出“双城”概念，充分体现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志愿之城之间天然的联系和互动。深圳改革

开放的成就有青年的贡献与付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特区的奇迹是以百万打工青年的青春

创造的，特区村镇经济起飞是由大批打工青年的劳动支撑的［6］。同时，志愿者也为转型期的深

圳青年提供劳动保护和城市发展适应服务，为深圳速度提供了人文支持，让更多外来青年切实

体会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温度。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深圳也是最早成为青年工作改革的

先行地区和志愿服务崛起的先行地区。例如，第一个非公组织团建、第一个青年“大家乐”、第

一个流动“团员证”、第一个“义工联”、第一个“青年驿站”、第一个“鹏城青年勋章”、第一个志愿

服务“市长奖”等，无不体现了“青年”与“志愿服务”的双重基因。“双城”建设的叠加效应，为深

圳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探索创新的经验。

（一）青年与志愿之城的探索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诞生和发展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成为社会创

新发展的动力。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的影响，志愿服务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和普及，

“志愿北京”“志愿上海”“志愿广东”等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各地党委、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认可与

推进，为志愿之城的探索营造了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2011年，深圳以举办大运会为契机，在

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设志愿者之城的意见》，深圳市志愿服务逐步探索出了社会化、制度化、

项目化、信息化、社区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径［7］。青年深入开展志愿服务的意愿是推动深圳市志

愿者之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先发起和推动志愿服务的城市，深圳本

地青年和外来青年都是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2011年世界大运会不仅为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员

提供了集中展示的机会，也成为深圳青年志愿者集中展示的窗口。在充满青春活力、富有青春

热情的“大运会”志愿服务过程中，很多青年提出：“能不能将大运会志愿服务的热情和风采延

续下去，能不能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在广大青年和志愿者的推动下，深圳团市

委、文明办积极回应青年志愿者们的诉求，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志愿者之城的建议，引起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志愿者之城建设顺利高效开展。从2011年至今，志愿者之

城建设经历“1.0”阶段、“2.0”阶段并进入“3.0”“4.0”阶段，都体现了深圳高位推动和青年志愿者

全力推进的“双向合力”。可以说，深圳志愿者之城既是团员青年的创造，也是青年志愿者的创

造，青年成就了志愿者之城。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引发全国许多地方的学习和推广，2016年中

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在统筹推进城市志愿服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先后组织第一批8个城市、第

·· 31



二批13个城市开展“志愿之城”试点工作。2017年，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的46个城市开展

“志愿之城”试点工作［8］，推动了城市志愿服务的深化和发展，其中团员青年成为志愿之城建设

的先锋力量、创新力量、活跃力量。

（二）青年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探索实践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各个城市为了发展都积极招揽各类人才，而青年作为创新的主要力量，是城市之间竞争

的重要资源。《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颁布以来，许多城市积极探索青年发展的

有效方式和特色路径，关于青年友好型城市、青年创新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构思越来越

多。分析发现，“青年友好型城市”借鉴了联合国“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部分理念，结合中国

国情以及青年发展需求，以友善、友好为特色建构城市品质。“青年创新型城市”适应国家创新

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青年创新创造的优势，构建城市发展核心要素。青年发展型城市紧扣党管

青年和青年优先发展原则，构建全方位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城市环境。2010年上海承办世博

会，“城市发展与人类发展”成为热门话题，“海宝一代”特别论坛上，近200位“鸟巢一代”“海宝

一代”“骄阳一代”的青年志愿者联合发布《海宝宣言》，倡导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号召青年通

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以实现“城市承载青年梦想，青年引领城市未来”的美

好愿景［9］。“2017年，深圳市委六届七次全会提出推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这是对城市发展

与青年发展关系的全新定位，是深圳对‘党管青年’原则的具体落实。一方面，要让城市对青年

发展更友好，营造有利于青年发展的环境，满足青年发展需求，提高城市对青年发展的承载力、

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广泛凝聚青年共识、激发青年活力、助力青春建功，增强青年对城

市发展的参与感、推动力和贡献度。”［10］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区都根据本地特色，适应青年需求，

探索建设不同类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如贵州省“在实践中，实施省级青年发展示范项目，全

力为基层赋能，面向县（市、区）公开招标、评审并组织实施了2批共38个省级青年发展示范项

目，首批项目服务覆盖青年达343.9万人，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在基层逐步得到认可，市、县两级

抓规划的意识明显增强。”［11］城市为了发展，主动探索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路径，以期为青年创

造更适合成长、生活、工作、创新的社会环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青年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也是城市良性发展的根本所在。

（三）“双城”叠加发展的特征

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是两条建设路径，但是“双城”具有越来越多的契合之处和互

动空间，叠加发展特征明显，产生“1+1>2”的效应。（1）共青团引领青年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

“一方面，青年是社会最活跃，最有探索精神的群体；另一方面，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勇

于为党和国家政府探索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的新途径是团的任务。志愿服务虽然需要各种年

龄人群参与，但是首先需要具有热情与活力的青年率先发起，需要充满生机活力的共青团组织

倡导推广。”［12］青年志愿者和青年志愿服务组织是志愿之城建设的主体力量和最活跃的创新因

素。（2）志愿之城建设为青年创设良好发展条件。青年优先发展和志愿服务发展都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也是城市内涵和品质提升的关键。青年的成长需求、生活需求、尊重需求、认可需

求等都在志愿之城的友善、友好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理解、支持、关心和帮助。志愿之城的友善、

友好氛围，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居住和创业发展，增添了城市的生机活力。（3）城市与青年双向成

就。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让青年获得更多更好机会的同时，也让青年更加愿意回馈社会、回

馈城市，壮大了青年志愿者的力量。（4）共同打造城市软实力。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都

是对外宣传的城市品牌，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竞争力。“双城”建设相互融合、相互

支持，叠加发展，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更多地方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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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愿之城建设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城市对青年更友好”。志愿之城建设积极营造团

结友爱的社会风尚，使“城市对青年更友好”体现得更加充分和具体。与此同时，志愿之城建设

也将党对青年的关心和关怀、鼓励和支持细化到各方面的工作之中，融入社会文化的方方面

面，让青年在包容与和谐的环境中成长成才、创新创造。

（一）志愿之城建设有利于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

志愿之城建设，不论是政策文件的制订，还是具体措施的落实，都把促进青少年成长、解决

青少年难题作为重要的内容。志愿者和志愿组织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要紧扣服务青年

的工作生命线，履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一政治责任，既把青年的温度如实告

诉党，也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13］因此，推进志愿之城建设的城市或志愿服务发展好的

城市对“青年优先发展”理念都有深刻领会和具体实践。（1）充分认识到青年的健康发展、成长

成才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是城市创新的基础，是城市竞争的力量。如，深圳市从创办经济特区

伊始就特别重视青年工作，为青年争取合法权益。1989年，深圳市义工联（志愿者联合会）帮助

外来务工青年讨回欠薪，由此开启了深圳市志愿者开展全市青年务工人员权益保护、青年流动

人员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提供对策建议给市政府参考，成为全国最先制订青年务工人员系列保

护政策的地区［14］。佛山、东莞等城市建设志愿之城过程中，也将青年人才发展、务工青年生活、

新兴群体青年状况等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领域，积极探索优先激励青年、优先帮助青年、优先

服务青年的路径。（2）扶持青年乐业创业。在志愿之城建设中，党和政府为青年群体发展提供

政策环境和公共福利待遇，同时注意引导和鼓励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热心帮助和支持青年群体，

为青年创业就业、保持旺盛的创造活力提供支持。很多地区设立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器，为青年

公益创业就业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其中的很多措施就是通过“社工+志愿者”的方式为青年提

供细致的组织管理服务，积极帮助青年链接资源，为青年提供培训。（3）推动青年更好融入城市

发展。目前，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成为青年高端人才、青年务工人员追求自我发展的目的

地，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在城市生活和发展。在党和政府制订政策、推进措施的同时，志愿

组织发挥社会力量、发动社会资源，对于青年需求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从文化融入到生活解忧，

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体现在许多的细节之中，有利于青年解除“后顾之忧”，更好“轻装上阵”，

在城市转型发展和社区治理创新中作出贡献。

（二）志愿之城建设有利于促进“青年平等发展”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共青团组织推动政府制订了很多支持和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创

造贡献的政策。然而，由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很难做到对青年的“无差

别”覆盖。如，青年人才引进政策中有职称、学历、技能等要求；青年住房保障中有人才层次、工

作年限、社保缴纳、贡献奖励等要求。很多普通青年、边缘青年在参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政

策支持，面临较多困难。这时候，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无差别”服务就能很好弥补政策的不

足，促进青年平等发展。例如，很多志愿服务组织以困境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走近和关心

他们，了解他们的心声和困难，提供“无差别”的关心和帮助，引导困境青少年逐步回归正常生

活。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支持和帮助青年的政策措施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包括政

策的公平性、规范性、合理性、持续性等，一时难以覆盖所有青年群体。因此，积极支持和鼓励

志愿组织为青年提供“无差别”和周到细致的服务是青年发展型城市重要的评价指标，通过志

愿服务对不同类型、不同境况的青年群体进行帮助，协助解决青年操心事、烦心事，引导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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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困境、更好发展，让青年在城市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志愿之城建设有利于鼓励“青年互助发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倡导对青年的关心和关爱，同时也鼓励和引导青年关心关爱青年和社

会。志愿之城建设特别突出构建关心、关怀、关爱的社会氛围。如，深圳市率先倡导“关爱行

动”，佛山市桂城街道提出“关爱桂城”建设。这些关爱行动针对流动人口多、青年人群多、创业

就业者多等特点，在帮扶困难群体、推动志愿者事业发展、弘扬关爱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建设爱

心城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品牌。深圳将青年发展型城市、志愿

者之城、关爱行动、文明城市等“正能量”元素不断叠加，产生社会爱心的裂变和传播，有利于促进

青年成长和发展、创造和贡献。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的试点城市、试点县区

也在通过志愿服务营造浓厚的社会“关爱”氛围，为青年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1）提高

志愿服务关爱青年的专业性，更加精准地解决青年困难和发展需求。如“社工+志愿者”模式，服

务青年更精准，避免“大水漫灌”的浅层次服务，开展“精准滴灌”的有效服务。（2）增强志愿服务关

爱青年的创意性。青年喜欢时尚，追求新颖的生活，志愿服务组织关爱和帮助青年的时候，要突

破“极度贫困”“生活绝境”的标准，对处于低收入临界点的青年提供关心救助，对精神受到冲击的

青年提供关心安抚，对受到歧视的青年提供关心帮助，并且鼓励青年在生存条件逐渐改善的同时

去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因此，志愿者需要不断探索具有创意和人性化的关怀模式，让青年更有兴

趣，增强信心。（3）青年志愿服务更加专业化。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医生、律师、心理咨询

师、会计师、文艺工作者、厨师、园艺师、技师等成为志愿者，针对各类青年在城市生活与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咨询和服务，个性化地调解情绪、解决问题。志愿之城建设越深

入，志愿组织越发达，志愿者专业能力越强，对于青年的帮助和支持就越多样化、越有效益。“关

爱”成为志愿之城的特色，也成为促进青年发展的有效资源。

（四）志愿之城建设有利于助力“青年全面发展”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要充分尊重和满足青年的多层次、多类型需求。志愿之城的服务

拓展，有利于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系列化的支持。在城市，青年需求多样化趋势非常明显。从最

低谋生到文化炫耀，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品质，从安全保障到冒险刺激，各种需求不计其数。青年

在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之后，完善、提高、发展自我将成为青年的迫切需求。“‘四高青年’

（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高收入青年）逐渐增多，需求层次明显提高，对青年社会问题的引导和

解决步入了良性运作阶段。”［15］为此，志愿组织针对青年的分类联系、分类服务就能够产生很好的

效果。（1）支持普通青年的就业谋生。针对流动青年，公益组织、志愿组织开展简单而实用的“城

市融入”志愿服务，既有利于帮助普通青年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技能，也有利于其了解和适应社区

习俗和环境。（2）支持青年大学生在城市过渡或者落脚。许多“小镇青年”“乡村青年”大学毕业后

留在城市，但是面对城市高房价、高物价、激烈的竞争和新入职的低收入、低社会资本，往往会有

挫败感。志愿组织可以针对这些青年的愿望和需求，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方式转变

他们的观念，鼓励青年从基层做起，逐渐发挥知识特长，使他们获得尊重、重用和发展的机会。同

时，一些大学生加入志愿组织，通过在社会上奉献爱心和热心服务，获得欣赏和赞誉，志愿服务双

向教育功能有利于提升其工作的信心和创新的勇气。（3）针对高端青年人才的支持和帮助。高端

青年人才也有压力和困惑，包括“竞争大、责任大”等心理压力。志愿组织可以为高端青年，包括

科技青年、创业青年、青年管理人才等建立心理疏导和成长发展的渠道；同时，鼓励高端青年人才

参与志愿服务，为志愿组织提供智慧服务，为建立友善、友好的社会贡献力量，为其融入城市、顺

利发展创造机会。在党和政府为青年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时，志愿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支持也

具有重要的作用，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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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发展推动志愿之城高质量发展

青年发展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成才，更能引领社会价值和文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2万

余名铁路青年加入义务为旅客服务的活动中，拉开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帷幕［16］，并由此

带动更多青年人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时尚。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在全国

各地广泛出现，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17］。青年志愿者行动成为具体而现实的当

代中国青年运动，成为共青团实践育人的生动载体，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最佳路径之一［18］。在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的互动关系中，青年一代对

于志愿服务的发展繁荣具有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青年志愿服务成为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共青团组织以实践育人为重要目标，大力倡导志愿服务，积极推动团

员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弘扬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服务社会和人

民的同时实现自我锻炼成长。当前，越来越多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积极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来，但是青年志愿者一直是其中的先锋力量、创新力量和活跃力量。

（一）青年发展有利于提升志愿之城的活跃度

无论是志愿服务发展好的城市，还是志愿服务刚刚起步发展的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就

是“活跃度不足”，即政府发文之后，缺乏积极、持久的响应行动。而青年群体参与的志愿服务

或者以青年为对象开展的志愿服务往往十分受欢迎，氛围较为活跃，成为志愿之城建设引人

注目的现象。“思想活跃的青年将社会服务作为关注的新热点，他们自己也尝试，探索各种方

式和途径，汇聚到义务工作的队伍时，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20］青年作为社会最活跃、

最灵动的群体，在城市中展现出多种状态。一种是自发无序的活跃，即当青年难以获得主流

关注和支持的时候，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探索创新，具有活力，但是与城市发展未能有机

结合。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活跃，就是围绕青年追求、群众需求和城市目标，发挥青年的创新

创造特色，形成各种活跃的思维、活跃的行动。青年志愿服务就是积极主动活跃的体现，青年

在志愿服务中激发思想活力、丰富感情活力、体现创造活力，为社会和他人作出贡献，并不断

锻炼和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样，青年志愿者作为城市活跃的力量，让志愿之城更有生机和活

力，衍生出很多新灵感、新做法，促进城市的友善和温馨。

（二）青年发展有利于增强志愿之城的创新力

志愿之城的建设，在增加城市友善和谐氛围的同时，也通过志愿服务活力、公益创业活力

的发挥，促进城市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从近年青年发展型城市、志愿之城试点地区的情况

看，发展成效突出的大多在创新活力强、发展趋势好的一线城市或者城市中的某个区。以深

圳市为例，其创新活力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也是最早提出并践行“双城”建设的示范性城

市。（1）志愿之城的建设，营造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各种类型的青年来到

城市创业就业、谋生发展的时候，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减少各种顾虑和担忧。如深圳市的

“青年驿站”志愿服务、工业园区志愿服务、社区志愿服务等，关爱和帮助的对象大多数是青

年群体。不论是务工青年，还是科技青年亦或者创业青年，都在志愿之城建设中感受到温

暖，他们在友爱的氛围中可以全力以赴创新创造、进取发展。（2）青年作为志愿之城建设的

主要力量，让城市环境和城市氛围更加富有生机活力。例如，北京市西城区、上海市金山区

以及深圳市、广州市、杭州市等都是志愿服务非常活跃的地方。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

程中，创造性获得激励和激发，运用不同特长和能力帮助他人、回报社会，增强了创新热情，提

高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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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发展有利于提升志愿之城的包容性

不论是杭州还是深圳，不论是广州还是苏州，青年发展都促进了志愿之城的包容融合，凝

聚了创新创造的新元素、新力量。（1）青年促进志愿之城不同阶层人群的包容和文化融合。不

论是大中城市，还是沿海城镇，都呈现出社会阶层多样化的态势。新时代青年以更加包容的心

态看待阶层差异，促进阶层交流。特别是以志愿服务的方式让不同阶层人员平等相处、包容理

解。如通过开展“亲子志愿服务”，让不同阶层家庭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来，体

验和了解普通员工、环卫工、家政工等的辛勤和贡献，增进了阶层包容和文化融合。（2）青年促

进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生活包容和文化融合。在志愿之城建设中，青年积极推动不同地区人

员的沟通理解，既尊重和理解其他地方人员的生活习惯，也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保持自己的

生活习惯。特别是很多青年参加志愿服务，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刻地理

解和体谅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因此，青年参与有利于各地区青年之间的生活包容与文

化融合，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城市生活发展环境。

（四）青年发展有利于打造志愿之城的国际范

近年来，率先探索志愿之城建设以及率先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地区，有不少也在探

索国际性城市的建设模式，推进志愿服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青年的国际参与和发展，对

城市文化、城市品质产生极大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包括志愿精神在内的诚实、责任、勇敢、

正义等美德，寓于人民心里、体现在行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是一种‘看不见’的和谐，必须正视它，并着实在人民心里铸造这种和谐。”［21］在“双城”建设的过

程中，国际性获得多方面的促进和发展。青年是最擅长接纳和尝试新事物的群体，不论是在工

作生活中，还是在志愿服务中，都愿意主动了解和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深圳市青年是最早参

与“世界青年服务日”的，与很多国家的青年志愿者共同开展关爱、帮助有需要人群的服务，共

同分享服务中的体验和感悟。志愿之城和青年发展型城市都会在国际志愿者日举办庆祝、交

流、展示、研讨活动，既可以吸收国际元素丰富城市志愿服务内容，也可以将青年志愿者风采面

向国际传播推广。“国际范”是当今中国青年喜欢的热词之一，体现了青年面向世界开放和交流

的心态，展现了青年面向世界展示城市志愿风貌和青年发展风貌的自信。

四、青年志愿者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的时代担当

青年志愿者既是志愿之城建设的创新力量，也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活跃力量。在“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的引领下，青年志愿者“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

善成”，用具体的志愿服务满足社会和群众需求，为城市和社区的美好作出贡献，也使个人在服

务中不断发展成长。

（一）打造城市软实力，培育青年做有理想的志愿者

新时代城市软实力发展，需要城市注重精神气质和文化品质的发展。青年志愿者作为城

市建设的参与者、城市关爱的行动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城市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

时代中国青年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对历史最大的负责，就是坚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22］青年

志愿者正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

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3］因此，在“双城”建设中，青年志愿者以理想、爱心、热

情，为城市增添魅力和活力，让城市具有更高的发展境界和更丰富的发展内涵。

（二）让城市更有温度，培育青年做有爱心的志愿者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与志愿之城建设中，青年志愿者要发挥爱心与热情、创意和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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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领域的服务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一方面，可以针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创新发展需

要，为各类创业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文创人才等提供更好融入城市、更好体现价值的支

持和帮助；另一方面，更好地对遇到困难、面临困境的群众提供关爱和帮助。“志愿服务主要以

社会弱势群体为服务目标，积极推动社会福利发展，缓解社会冲突。”［24］青年志愿者对困难人

士、弱势群体的关爱服务，不仅仅是帮助服务对象减缓困难、摆脱困境；同时也是为社会、为城

市排忧解难，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建设创新型城市，培育青年做有创造活力的志愿者

新时代的城市发展需要创造动力和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

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25］所以，青年志

愿者要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中主动作为、积极有为，运用创新思维、创造活力，为城市各类人群

提供新颖、时尚、有益、有效的志愿服务，让城市充满生机活力，让青少年充满憧憬和希望。

（四）提升城市韧性，培育青年做有韧性的志愿者

新时代的城市发展，既需要青年的热情活力，也需要青年的理性和韧性。青年志愿者作为

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与活跃力量，既要在关心和服务城市、关爱和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推动城

市稳健有序地发展；也要在城市面临冲击与挫折的时候，以志愿服务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凝聚

力量持续发展。只有这样，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志愿之城的建设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

［ 参 考 文 献 ］
［1］《新时代的中国青年》，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21/content_5686435.htm

［2］［5］《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https://www.gqt.org.cn/documents/zqlf/202204/P020220401411480953310.pdf

［3］王桂新 胡 健：《城乡——区域双重分割下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距离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

［4］《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6］谭建光：《跨世纪特区村镇青少年的发展与教育》，载《青年探索》，1998年第3期。

［7］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263页。

［8］《全国已有46个城市开展“志愿之城”试点》，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5/content_5188895.htm

［9］朱 峰：《“新一线城市”青年友好型城市政策创新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10］《深圳：为世界青年打造一座“青年发展型城市”》：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587563490401927&wfr=spi-

der&for=pc

［11］《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 服务广大青年全面优先发展——贵州省纵深推进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走深走实》，

http://www.guizhou.gov.cn/home/gzyw/202109/t20210924_70525037.html

［12］谭建光：《志愿服务：理念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13］［22］［25］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241、8页。

［14］［15］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深圳共青团工作社会化发展之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11页。

［16］《青年志愿者播种爱心和文明》，载《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18期。

［17］郝向红：《中国的青年志愿者》，载《今日中国（中文版）》，1997年第2期。

［18］张朝晖：《青年志愿者事业的改革再出发——写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25周年之际》，载《中国共青团》，2018

年第12期。

［19］张良驯：《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中国青少年权益保护的发展进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

107页。

［20］谭建光 凌 冲：《中国深圳义务工作发展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21］丁元竹 江汛清 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3］《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全文）》，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06/c49171-23763101.html

［24］陆士桢：《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

（责任编辑：崔 伟）

··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