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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青马工程”实施
成效及改进路径研究

陈洁 a， 李菁晶 b， 董金昊 c

（重庆大学 a.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b.校团委；c.本科生院，重庆 400044）

摘要：“青马工程”是共青团开展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好“青马工程”，是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通过分析高校开展“青马工程”的时代价值、现状与困难，以及重庆大学

的实施案例，认为高校在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互联网+”建设、校地联动等方面着力，可以有效实现“青

马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培养，助力高校完成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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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简称“青马工程”），旨在培养一批具

有忠诚政治品格、浓厚家国情怀、扎实理论功底、突出能力素质，忠恕任事、人品服众的青年政治骨

干［1］。高校肩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是“青马工程”实施的主要阵地。“青马工

程”逐渐成为高校对大学生骨干进行政治训练和思想引领的主要抓手。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2］，“青马工程”被明确为重点项目。2020 年，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的意见》［3］（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实现“青马工程”的“提质扩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下，创新拓展高校“青马工程”实施路径，推动“青马工程”走深走实，切实培养一

批对党忠诚、永跟党走的青年政治骨干，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高校深入推进“青马工程”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青年群体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

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青马工程”的实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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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加强青年政治骨干培养实践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党培养了一批批信仰坚定、能力突出、素

质优良、作风过硬的青年政治骨干［4］。

（一） “青马工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延伸，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大学生，当代大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是时代的召唤，是历史赋予大学生的神圣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青马

工程”承担着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思政教

育。从培养对象上来看，“青马工程”学员主要为高校学生干部、社团骨干等典型代表。这个群体思

想活跃、积极进取、求知欲强，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他们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是今

后参与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群体。从培养内容来看，“青马工程”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注重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不仅讲授书本上的道理、学理、哲理，还讲授经世致用的大学问。

“青马工程”强调知行合一，是普通思政教育的深化和拓展。

（二） “青马工程”是高校推进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载体，有力培养凝聚了青年政治人才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党和国家赋予高校的崇高使命。“青

马工程”的不断完善和稳步发展，使其逐渐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的工作大局，已成为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重要载体。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大局中，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青年政治人才是至关重要

的部分。“青马工程”设立之初，就把培养一大批对党忠诚、永跟党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主要目标。近年来，“青马工程”更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青年

人才队伍建设，做好青年政治骨干培养，推动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深厚的历史根基、有力的组

织基础、良好的品牌效应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青马工程”是高校培养凝聚青年政治人才的

重要载体。

（三） “青马工程”是共青团深化思想政治引领的有力抓手，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深入青年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青年群体，起到入心见行的效果，关乎党的事业的薪火传承。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对共青团提出殷切希望，共青团要坚持为党育

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青马工程”作为《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重点项目的第一项，理所应当是共青团的核心品牌。截至2023年，“青马工程”累计培养学员

超过 370万人，覆盖高校、国企、农村、社会组织等行业领域［5］。通过“头雁效应”将党的创新理论广

泛传播到每一位青年身边，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6］。

（四） “青马工程”是青年锻造品格和提升素质的重要舞台，切实帮助了有志青年放飞梦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7］。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结底在于

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8］。“青马工程”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基地，凭借自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实事求是的学习氛围、志同道合的同伴教育，以及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等特征，已经成

为广大有志青年实现自身进步、放飞青春梦想的重要舞台。从理论教育来讲，“青马工程”具有良好

的教育体系、丰富的学习资源、广阔的交流平台，能帮助青年深入学习、切实领会党的重要理论，提

升政治素养。从实践教育来讲，“青马工程”能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专业的指导教师、跨行业的研

学阵地，能帮助青年深入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提升综合素养［9］。

二、高校开展“青马工程”的现状与困难

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青马工程”还存在师资队伍建设不足、课程体系不完善、文化建设和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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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未能与时俱进，以及校地联合培养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一） 专业化程度不够，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青马工程”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青马工程”的开展需要能力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

而各高校“青马工程”工作基本由高校团委牵头，统筹能力有限，校内的工作协同机制尚未健全，存

在师资队伍短缺的情况［10］。大部分高校“青马工程”的授课或指导教师以校内团干部、学工人员等

为主，校外专家较少。部分授课或指导教师未接受过专业系统训练，或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欠缺

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融合的能力［11］。

（二） 培养内容单一，课程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且含义深邃。要想深入阐释这些内容，达到学

员学深悟透、入心见行的目的，就需对“青马工程”的课程体系设计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大部分高

校虽然能围绕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进行基本培养，但是课程理论环节书本化、实践环节表面化，理

论和实践尚未有机结合。理论环节在内容创新性、教学模式吸引力等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实

践环节也较为单一，存在国情社情调研不够充分、专业针对性不强、红色文化学习走马观花、基层走

访不够深入等现象。

（三） 数字化建设不完善，阵地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青马工程”的文化建设仍偏向传统模式，现有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有效

传播。一方面，积极向上、生动活泼、传播度高的优秀文化产品尚未形成，导致“青马工程”的服务引

导作用发挥受限。另一方面，高校“青马工程”在新兴媒体上的阵营建设并不完善。相较于电视、报

纸等传统媒体，大学生群体在抖音、B站、QQ、知乎等网络平台上更为活跃。如何运用“00后”的话语

体系，以“00后”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00后”主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团结凝聚新时代大学生群体，

加强“青马工程”的形象建设与品牌维护，提升思想政治引领实效，是“青马工程”文化建设亟待解决

的问题。

（四） 学社衔接未贯通，全链条培养机制尚未建立

青马学员的培养周期一般为 1~2年［12］，学员在校期间就结束了青马的学习，培养出现了空白阶

段，影响了培养的系统性、长期性和持续性。同时，高校对青马学员缺乏有效追踪，校地青马联动的

系统化培养机制尚未建立。高校青马学员毕业并不意味着“青马工程”的培养结束，也不意味着“青

马工程”思政教育的结束。由于“青马工程”在有效追踪学员、校地接续培养上尚未形成完善的机

制，衔接培养和人才举荐环节存在“中梗阻”现象，极大地制约了培养效果。

三、重庆大学“青马工程”实施案例及取得成效

重庆大学一直高度重视大学生骨干和共青团干部的培养工作，自2011年“重庆大学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高级班项目启动以来，培养了14届共计700余名学员（含240名在校学员），目前已

有 40余名学员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工作，200余名学员在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70余名学员进入大型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工作，育人成效突出。

（一） 链接内外资源，打造全方位师资库

重庆大学优化“青马工程”实施方案，聚焦于政治引领与理论素养，建设师资库。一是校内聘请

优秀思政工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业教师担任青马班的班导师，邀请专家学者、各级优秀思政

工作者、各级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集体），以及“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最美科技工作者”“新时

代好老师”等获得者担任授课教师。二是校外聘请“青年讲师团”成员、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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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优秀驻村第一书记，以及兄弟院校优秀思政专家等参与授课、指导。三是联合全国青马骨干、

重庆市青马骨干，组建朋辈帮扶队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成为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

（二） 统筹理论实践，建成“四位一体”培养体系

重庆大学全面按照《意见》安排课程内容，统筹实习实践。依托校院两级团校平台实施“青马工

程”，针对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分类设计培养方案，并根据不同的培训需求建设差异化的课程体

系，建成理论授课、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和志愿服务“四位一体”的培养体系。

在理论授课方面，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打破课堂的时空限制。线下重点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

设计课程，已开设马列经典原著选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课程，引导学员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方法论。线上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线学习平台为学员定制专业课程，确保

学员学习有实效、有“新”得。根据学员的成长成才需求，同时设置生涯规划、技能提升、心理健康等

个性化选修课程30余门。历届青马学员的课程满意度均在95%以上。

在社会实践方面，持续开展常规实践和寒暑期主题实践。常规实践主要是实施社区“青少年之

家”计划。不同班别的学员，参与实践的内容不同：高级班学员全部下沉社区，以“校长”身份筑牢

“青少年之家”主阵地；中级班学员积极服务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初级班学员参与“青少年之

家”的各类活动。寒暑期主题实践，主要包括红色文化探访、国情社情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

等，同时结合学员的专业属性，组织前往企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实训调研。

在挂职锻炼方面，“百子挂职”项目促使大学生在挂职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项目紧密围绕“乡村振兴和基层建设”，积极践行“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理念，鼓励青年学子以实际

行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项目依据学生的专业进行岗位匹配，累计选派 3 000余名学生赴 1 500余

个基层单位进行挂职锻炼，帮助学生走进基层、认识基层、服务基层。

在志愿服务方面，成立“青马工程”学员宣讲团，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和理论宣讲活动，已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等活动 1 000余场，覆盖师生万余名。同时青马学员积极参与敬

老爱老、环境保护、科普宣讲、大型赛事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综合素养。

（三） 驻扎网络阵地，弘扬主旋律正能量

重庆大学“青马工程”通过微信公众号、QQ、抖音、B站、微博“六位一体”的新媒体矩阵进行宣

传，新媒体矩阵年均浏览量超 100万。微信公众号入选“首批高校思政类公众号重点建设名单”，具

有较好的受众基础。同时，创建“党史百讲百读”“青马者说”“青年入党故事”等专栏，青马学员在教

师指导下全程参与策划、文案撰写和演讲录制，从青年的角度讲党的故事、讲政治成长的故事、讲为

梦想奋斗的故事，相关专栏年均浏览量超25万，形成较好的社会反响。

（四） 注重分层分类，坚持长效培养机制

重庆大学“青马工程”以团校为基础，全面开展“青”字班建设，开设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覆

盖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并以高级班为核心，建设学生理论学习高地，打造高素质的学生骨干队伍。

初级班面向低年级学生，由各学院结合专业思政元素开展爱国主义、知校爱校荣校、感恩社会等教

育，着重培育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中级班面向全校，遴选在志愿服务、创新创业、文化艺术、新媒

体宣传、组织建设、学生工作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进行分类培养。高级班强调优中选优，围绕

理论素养、道德品行、综合能力等要素进行选拔。高级班建立科学的培养情况客观记录和评价机

制，注重过程性导向，强调青马学子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中的有效参与，通过集体学习、阅读指定

书目、线上平台学习、挂职锻炼和社会实践等方式，着力培养青年榜样。学校持续关注学员的思想

动态与个人成长，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实时更新毕业学员数据库。截至2024年，重庆大学“青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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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已累计开展近 600次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发展党员近 400人，涌现出“强国一代新青年”“优秀

实践者”“青年基层观察员”“强国青年观察员”等青年典型。重庆大学校级青马团支部也获评“全国

五四红旗团支部”。

四、高校创新实施“青马工程”的方法和路径

新形势下，高校“青马工程”的发展迎来了很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多挑战。为了巩固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引导广大青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奉献青春力量、实现人生价值，基于

重庆大学“青马工程”的经验成效分析，建议高校“青马工程”在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新媒体建

设、全链条培养等方面开展更多工作。

（一） 工作协同发力，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形成良好的工作协同机制，建立专业化的师资库。将“青马工程”纳入立德树人工作大局，放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角度去考量。在校内工作力量方面，广泛集合校团委、组织部门、学生工作部

门、教务部门、文科学院等单位，实现通力协作［13］。一方面充分发挥共青团系统的组织优势和对青

年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争取组织部门、文科学院等单位的党建工作力量和优质思政课师资的支

持。明确牵头单位和具体负责单位，科学分工，具体到人，让所有成员真抓实干。在校外工作力量

方面，团结凝聚各级团的组织、教育领域的思政专家、行业骨干和青年先锋等群体。建立科学、专

业、权威的师资库，实现理论教育的生动活化、入心入脑［14］。

（二） 贴近时代特征，推进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性和实效性

《意见》提出“深化理论学习”“帮助学员加深对党的科学理论的理解掌握”，对“青马工程”的培

养体系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内部分高校已开展多方面的探索，在强化政治引领中实现青年马

克思主义理论者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5］。例如：重庆师范大学构建“3334”青马培养模式，从分类指

导、理论实践结合、培训多层次结合、机制保障等方面，完善健全培养体系［16］；北京工业大学建立贯

通本科、研究生阶段的“666”培养模式［17］；华南师范大学打造“六个一”培养体系［18］，学员反映个人综

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显著提高，取得较好成效。根据部分高校前期开展的实践，可进一步开展课堂教

学、实习实践方面的探索，实现课堂内外的联动互补、理论实践的知行合一。

（三） 树立“互联网+”思维，把握网络阵地建设的主动性和引领性

数智化时代，构建融媒体阵营成为思政引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00后”是网络常驻民，他

们注重自我表达和独立思考，对人工智能等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思想容

易受影响；他们敢于创新，但具有一定盲目性［19］。这个时候，依托“青马工程”的文化传播凸显出其

重要性。“青马工程”的新媒体文化建设要在网络占据一席之地，需要做到两点：一是青年在哪里，

“青马”就在哪里发声；二是青年喜欢什么方式，“青马”就要以什么方式亮剑，实现青年话语方式转

换，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亲和力和信服力［20］。此外，依托微信、QQ、抖音、B站、微博等平台建设融

媒体阵营，内容供给是第一位。通过优秀文化产品的创建与传播，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

充分发挥网络作用，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力［20］。新媒体作品的选题要做到紧跟青年，想青年

所盼、急青年所需。新媒体文化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青马学员主动沉浸式学习的过程；新媒体作

品上线发布的过程，就是“星星之火”传播的过程。

（四） 构建校地合作机制，加强“青马工程”培养的过程性和长效性

灵活设置培养周期，严格把控入口关、过程关、出口关。严把入口关，根据学生的在校时间设计

青马的培养周期，借鉴胜任力模型等，科学规范选拔流程。青马培养不同于团校培养，是进一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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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优，培养示范榜样的过程，遴选时要确保推荐对象政治素养过硬，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在学业、

科学技术、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严把过程关，针对大学生群体从大一到大四不

同阶段的培养重点，制定培养方案。大一着重理想信念的培养和通识教育；大二着重启发学生的生

涯规划意识，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大三着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

访学、调研、挂职等；大四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进一步培育家国情怀，为学生走向社会、服

务社会奠定基础。四年的校内培养与国情社情相结合、与专业相结合、与学生的成长需求相结合。

严把出口关，构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21］，根据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分类培养和实践，引导学生将所学

理论转化为实践成果。建立“青马工程”学员联系网络，追踪毕业青年实时情况，实现“青马工程”的

全生命周期培养。

五、结语

高校“青马工程”肩负为党培养优秀的青年政治人才的时代重任。“青马工程”的进一步推进需

要高校从多维度抓深、抓实、抓细，通过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推进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

性和实效性、把握网络阵地建设的主动性和引领性、加强“青马工程”培养的过程性和长效性等，切

实对大学生骨干进行政治训练和思想引领，推动“时代新人铸魂工程”落地，从而助力高校完成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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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Young 
Marxist Training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CHEN Jiea, LI Jingjingb, DONG Jinhaoc

(a.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c.Undergraduate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Young Marxist Training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guidance. Carrying out the Young Marxist Training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lin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complish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After 
analyzing the valu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Young Marxist Training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cases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efforts in team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ternet + construction and school-local region linkage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whole life cycle  training of the Young Marxist Training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ulfil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who can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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