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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贵州立足青年发展需要和青年工作实际，紧紧围

绕青年发展为目标，青年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持续提

升。因此，在青年政策制定上需要总结上一阶段的实践

探索经验，持续加强对实施青年政策后期执行进行深入

剖析，通过效果反馈、及时调整、逐步完善，找到各领

域对青年发展支持的着力点，发挥好政策效能，确保青

年政策制定科学有效。

（二）系统化推动项目实施

贵 州 建 设 青 年 友 好 型 成 长 型 省 份 是 根 本 性 、 全 局

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战略部署，青年项目是抓好青年

工作的具体抓手，只有坚持以实事换实效，以政策关照

青年，以项目服务青年，才能不断提升青年获得感归属

感 幸 福 感 。 因 此 ， 在 推 动 青 年 友 好 型 成 长 型 省 份 建 设

中，项目实施系统化是贵州青年工作体系和实施方案逐

渐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系统化推动项目实施，不仅能

够有效协调各部门、各领域对青年关照的覆盖面，更能

有 助 于 推 动 各 项 目 的 实 施 成 效 ， 从 而 达 到 项 目 服 务 青

年、培养青年的根本目标。随着贵州在青年工作领域的

实践探索不断深入和发展，其青年项目的实施将逐渐朝

着系统化方向不断迈进，系统化的青年培养方案和青年

培育项目能有条不紊地推进落实下沉，有效地将青年政

策的红利通过系统化的项目与青年群体接触，使青年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切。

（三）多元化打造载体服务

贵州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要继续激发青年主

人翁意识，让青年感受到既是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

份的主要受益者，又是直接参与者，充分发挥友好贵州

与有为青年“双向奔赴”的合力。未来，贵州需要持续

深化“青春遇见贵州”工作品牌IP效应，全力打造“贵

州青年卡”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拓展青年友好型成长型

省份主题空间，为青年提供政策支持、创业孵化、就业

指导、技能培养、运动服务、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

方面的惠青举措，着力解决青年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

依托为青年提供免费场地、落地选址、创业辅导、政策

申请、投融资对接等服务的青年创新创业主题空间，为

青年就业、乐业构建服务生态圈的青年就业服务主题空

间，为青年提供职业发展特色服务的青年技能提升主题

空间，为青年提供现代化市民健身场所的青年运动健康

主题空间，为青年提供新兴青年艺术展览、青创市集、

舞台演绎及沉浸式体验等休闲文化服务的青年休闲消费

主 题 空 间 ， 以 及 普 及 和 提 升 青 年 文 化 艺 术 素 养 的 青 年

文化体验主题空间等众多载体，联动多方资源，进一步

增强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努力实现青年与贵州同进

步、共发展。

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

青年工作领域的最为重要的实践探索，同时也是贵州青

年工作领域的经验积累和发展奠基。党的十八大以来，

贵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也

对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坚持党的领

导，聚焦青年人才，将服务大局与服务青年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实现青年发展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扎实推进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建设，为贵州现代

化建设事业培育源源不断的青年生力军，汇聚起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的青春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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