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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发展的“C”位上，为留住青年、成就青年提供了

优美宜居的舒适环境。这些新业态增强了青年对这座古

城的认同感，满足了青年多层次的需求。

（二）对策建议

1、精准推送政策

洛 阳 有 这 么 多 好 政 策 ， 但 很 多 青 年 朋 友 们 并 不 知

道，继而无法享受。要汇集整理全市各个部门针对青年

人才出台的各类政策，并概括提炼出干货，统一对外发

布宣传。需要一个集成的宣传服务载体，集就业、生活

等需求于一体。政府或政府支持下的社会组织应整合资

源，建立集成APP或小程序，并面向广大青年大力推广，

切实让青年精准及时获得有效政策信息，并简化申请流

程，让青年人真正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关怀，引导

青年人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媒体、向外界宣传洛阳、

推介洛阳，自发参与到城市宣传中去。

2、完善城市青年就业创业机制

为 在 洛 来 洛 的 青 年 人 积 极 提 供 就 业 机 会 、 创 业 机

会、创新机会和学习交流的机会。一方面，城市应在政

策制度、资金扶持、基础设施等方面为青年就业与创业

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切实关注到青年人的关注点，进

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城市需要不断完善

就业创业帮扶等制度，要提高政策可操作性，抓好“人

才池”建设，完善实施细则，为外来青年或本地青年的

工作与生活提供政策性保障。

3、关注各领域的青年群体

《规划》中明确提出，青年的范围是14-35岁，这

个年龄段的人，既包括大学中学在校学生，也包括已就

业青年，洛阳在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更多面向的是

青年人才这部分群体，政策门槛相对较高，更多关注的

是博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要依靠

青年来推动洛阳的发展，就应该是通过多维度来吸引各

行各业的青年人才，只对部分青年群体友好是不能满足

城市全面发展需要的，还要广泛关注青年技工、文创青

年、返乡创业的青年等各领域的青年群体。因此，制定

出的政策面向整个年龄段的全体青年，不能是同一个标

准，要惠及到各行各业的青年人。

4、满足青年的多阶段多层次需求

推 动 青 年 友 好 型 城 市 建 设 ， 不 仅 要 关 注 青 年 的 身

心健康、住房保障、教育水平等问题，也要关注青年就

业创业、婚恋生育、赡养父母等多个阶段的不同需求。

如 ， 在 求 学 阶 段 ， 需 要 好 的 教 育 质 量 ； 在 就 业 创 业 阶

段，要有好的就业环境和营商环境，此外也要重视当代

青年的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打造适合青年活动的时尚

街区、夜生活聚集地、青年打卡地；在婚恋生育阶段，

要有好的住房政策以及子女托管服务，这是现在很多已

婚青年婚后面临的主要问题。降低公积金贷款买房的条

件，使得青年人能够买房，才能留住青年人，这时候也

是赡养父母的阶段，需要更完善便捷的社会养老机构和

医疗机构来缓解他们的压力。

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是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地

方实践，青年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一座城市

的美好未来，一定是青年人共同奋斗共创造美好生活的

未来。城市要提升吸引力就要不断提升为青年服务的准

度、精度、速度，多举措解决青年人的实际问题，才能

增强青年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体验感、认同感、幸福感，

不断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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