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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需求及共青团组织所具备的基础条件对共青团传
统动员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共青团因时制宜地将智慧动员手段渗透到'动员发布*动
员组织*动员扩散*动员响应(机制的各个环节中!折射出快速#精准#广泛#协同的优势和
特点" 未来共青团必须将实际工作向信息领域拓展!把智慧动员作为当前和今后共青团进
行青年动员的一种必由之路"

关键词!战'疫($共青团$智慧动员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7!!文章编号!"#'3 8'0#0%"#"$&#$ 8##'1 8#3

!!智慧动员是信息时代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手段精准掌
握动员潜力,对接动员需求的新型动员方式)是
对包含政治动员在内的各种传统动员方式的继
承和超越+ 这种方式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深化思
想认识)坚持问题牵引)使动员客体对主体产生
组织认同)并激发,鼓动,促使动员客体采取行
动)去实现特定的组织目标+ 共青团肩负动员青
年广泛参与战!疫"的政治责任)向社会展示了
一幅波澜壮阔的战!疫"画卷+ 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共青团利用智慧动员快速精准,广泛
协同的特点)快速传播党的声音,国家行动部署)

整合供需信息进行组织动员+ 智慧动员在此次
青年动员中发挥了关键效力)其组织动员力,青
年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显示出共青团发挥组织
优势提升在国家治理中的贡献度的现实力量+

一#战'疫(中共青团智慧动员
的内外因剖析

!!$一%内因!共青团组织所具备的基础条件
首先)!互联网9共青团"格局的稳步实施

夯实了共青团智慧动员的硬件条件)为其提供丰
富且成熟的平台基础+ "#$0 年至今)共青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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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互联网充分融合)进军青年聚集的网络空
间)唱响引领青年的网络旋律+ 目前共青团在
!互联网9"语境下搭建七大平台进行实际工
作)例如!双微一乎" %即微博,微信公众号,知
乎&,!抖音;站"%即哔哩哔哩&,!青年之声"云
平台,!智慧团建"="=工作体系等)在网上逐步
构建了!以数据支撑服务,以服务拉动传播,以传
播反哺服务,以服务丰富数据"的生态链+

其次)建团九十八年来的青年动员积累了丰
富的历史经验)为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青年群众
基础做出巨大贡献+ !动员"是描述团青关系的
高频词汇)在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与青年互动
采取以宣传,动员为主的关系模式)青年团重建
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以组织,领导为主的
关系模式'在拨乱反正时期)采用以教育,引导为
主的关系模式'在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是组织,引
导,服务,维权并重的关系模式-$.

+

$二%外因!特殊时空背景及社会现实需求
首先)突发疫情及隔离管制对传统动员方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年末至"#"#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疫情的突发性以及快速传染性使得隔
人流,隔交通成为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在时间
和空间上对传统的动员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殊时期采用超越传统模式的智慧动员显得十
分必要+

其次)封闭环境接收信息以及疫区人力物力
资源调配的社会需要都对传统的动员方式提出
了挑战+ 在网络社会)信息需要已经是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青年渴望
得到透明,及时,准确的疫情相关信息)既是客观
认知需要)也是社会性,心理性需要-".

+ 共青团
要及时,完整,人性地披露疫情信息)正确解释中
央传递的防控信息)这都急需智慧手段的介入+

针对各地疫情防控物资紧缺问题)在医疗卫生战

线,重点防疫项目建设和重要物资生产任务以及
公安,交通,通信,物流,服务保障等方面的人力
物力资源调配和供应也不得不依靠智慧手段及
时解决+

二#战'疫(中共青团智慧动员
的机制环节

$一%动员发布环节
真正的智慧动员需要一个具有互联互通,信

息实时交互和自组织功能的智能网络作为支撑+

共青团运用智慧手段的信息发布包含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传播党和国家的整体部署,号召和政
策+ 国家建立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和突
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 团中央发出/关于立即
行动起来投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0)并陆续下发若干工作指引+ "#"#

年$月0$日)通过官微,官博下发共青团中央动
员令/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全团动员)在防控疫情
阻击战中充分发挥共青团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的通知0)浏览量$##### 9,点赞量$41h,转发
评论量0### 9)随后陆续下发若干文件)共招募
志愿者$&#41 万人)上岗志愿者$0&4$ 万人)共
动员34"万余支青年突击队,$$$4-万余名团员
青年参与+

第二)整合供需信息发布)着力形成体系化
青年战斗力量+ 共青团动员令中强调要依规有
序地募集社会资源+ 一方面)疫区基层团组织通
过互联网渠道发布物资需求信息)打通了物资捐
赠渠道)节约了周转时间)并将捐赠要求,捐赠途
径,物资流向跟踪发布)随时接受监督'另一方
面)利用!青年突击队"这一历久弥新的金字品
牌)承担起医疗救护,物资生产,物流配送,项目
施工,运行保障,群防群控等重点领域!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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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重,新"的任务)同时各级共青团,青年志愿者
组织通过微信,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面向
全社会广泛招募志愿者)弥补各类岗位人手不足
的状况+

$二%动员组织环节
共青团抓紧建立青年力量参与疫情应对工

作的网络平台)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疫情始发初
期)青年力量参与救助的最大困难就是对需求信
息不清楚)对有关救助工作的动态信息不能及时
了解)出现一定程度的盲目和无序+ 为此)共青
团组织迅速与网络企业沟通合作)抓紧通过共青
团线上矩阵式平台建立起疫情防控的组织动员
机制)及时准确地为青年力量参与救助提供精准
的,高质量的信息组织动员+

第一)在动员内容的表达形式方面)共青团
借助互联网思维搭建了多个使虚拟空间的用户
可以互相交流与感知的平台)方便对青年群体进
行情感动员)这样的虚拟环境更容易产生!结构
性诱因")激发群体行为的产生+ 抖音,;站等平
台所采用的图片和视频形式比单纯的文字更具
有冲击力)更加容易触动青年受众+ 各基层团组
织形成!市级抓乡级,县级抓村级)一级抓两级"

的扁平化工作局面)使人们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
到疫情发展和防控中的真实情况)并积极投入防
范和救援工作+

第二)建立动员信息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的互联网转化渠道+ 共青团通过建立动员信
息和社会资源间的有效匹配渠道)使人力物力的
动员信息与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
动产生可行的,有针对性的专项行动+ 如团中央
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与青协发起!与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家庭手拉手志愿服务")并与高校对
接开展网络!一对一"帮扶+

$三%动员扩散环节
共青团!双微一乎" %即微信,微博,知乎&

!抖音;站"等网络社区都是其进行动员的线上
平台)普通用户在信息扩散过程中既是接收者也
是扩散者)大大增加了信息接收和扩散的广度和
速度+

第一)在信息流向方面)组织信息自上而下纵
向流动,逐级传播的同时)信息也呈横向互动式扩
散-0.

+ 广大青年通过点赞和评论的方式对动员信
息表示认可和发表意见)提升原始信息的受关注
度+ 而信息热度的增强将继续作用于动员效能)

吸引更多人群关注)使得信息再度扩散+

第二)在互动参与层面)青年群体也可以将
原始信息加上自己的见解)使其转化为新的动员
信息-1.

+ 原本为动员对象的青年群体在此过程
中越阶成为动员主体)实现了身份的转化+ 无论
是轻量级的点赞和评论行为)还是更为深入地直
接响应团组织号召的一次动员和将信息加工转
发的二次动员行为-3.

)都将促使广大青年理解接
受团组织的动员初衷)实现团组织对团员青年在
网络上的有效凝聚和正确引导的动员效果+

$四%动员响应环节
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是传染病疫情)共青团

动员各下设团组织在当地响应)积极支持各基层
团组织响应本地疫情)通过各省具有一定组织协
调和行动能力的社会组织)分享行动信息,管理
志愿者,开展疫情需求评估,进行公众健康知识
传播以及相关能力建设支持+ 在各类动员的具
体实施过程中)依然要依托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

第一)依托网络信息平台,$"033 热线等开
展线上志愿服务+ 组织专业医务和心理疏导志
愿服务团队)向社会公众提供疫情咨询及指引,

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普及相关知识)稳定公众
情绪+ 要充分运用好网络新媒体开展志愿者的
动员招募培训管理)协助做好信息沟通,舆论引
导和氛围营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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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信息协同和行动链接方面)通过地
区团委协调组织和一线行动机构的行动信息,资
助信息和被资助信息)在协作网络中进行分享)

为资助机构和一线行动机构提供决策支持)为共
青团组织提供合作机会和资源对接的分享网
络-5.

+ 各地团委制定地方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志
愿汇7AA和下设矩阵式相关账号)成立疫情防控
工作青年志愿服务队+ 联合省志愿者协会)通过
电子商务,在线图片交互等转换平台进行实体资
源交易与调配+

第三)共青团各工作环节与相关智慧手段协
作)在应急管理,志愿者管理,快速需求评估,民
间医疗援助,心理援助,特殊人群服务,民众生活
支持等专业领域)在技术平台的支持下)通过线
上培训和答疑,相关的线上日报告等形式)提升
共青团网络组织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的动员水
平和动员能力)有效应对疫情+

三#战'疫(中共青团智慧动员
的优势和特点

!!与传统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动员方式相比)智
慧动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互联网媒介为动员所提
供的媒介平台和丰富的软件工具)在资源和信息
内容,时效性,互动性和高度参与性等方面具有
的特质以及大数据技术为资源整合,信息公开,

供需对接等潜在动员需求所提供的快速精准的
数据)整体表现出快速,精准,广泛,协同等具体
特点+

$一%快速!变常规互动为实时研判
动员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动员信息

的传播速度+ 数字技术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差
异感)组织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便捷+ 智慧动员具有数
据传播的即时性和数据监测的实时性)使组织迅
速掌握资源的供需情况)同时使用户快速接收组

织的动员信息+ 互联网互联互通的特质决定了
网络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并发表自己的
态度和观点)其开放共享的特质决定了用户可以
进行信息的整合,转载与分享)瞬间就可以将信
息传送到其他用户手中)在数据的实时更新掌
握,重要动员信息的应急发布和动员客体的信息
接收与传播等方面都十分快速及时+ 像微博,微
信这类工具的基本功能改变了群体行为的原有
模式)从!先集中再分享"到!先分享再集中"+

共青团组织通过平台建设发布信息)从而覆盖和
对接受众,建立联系,展开互动)甚至结成群体共
同行动+

$二%精准!变概略供给为精准供给
智慧动员将使动员内容,动员地点,动员周

期,动员生产和输送方式等一系列问题都能清晰
把握和实时调控)从而确保动员的精准+ 共青团
在拥有海量,权威的数据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借
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整合疫情期间各基
层组织的业务流,信息流来优化流程)为用户提
供精准,优质,集约的供需服务+ 短消息服务,社
群交流,网络短视频及大数据检测等智慧渠道多
管齐下)不仅具有冲击力和真实感)还为青年提
供了一些精准化的空间位置,时间等服务)动员
效果明显+

$三%广泛!变惯例工作为广泛集约
共青团利用网络作为载体进行动员)不仅有

众多权威及时的信息披露)也有各种直观,浅显
的短视频,图片展现)能使团组织内成员以至各
界广大社会青年群体都成为动员的受众+ 首先)

智慧动员的覆盖面广泛+ 共青团互联网媒体平
台通过设置疫情议题,聚焦问题原因,表达利益
观点等)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意识的
引导,催化,诱发)直接推动了青年在疫情特殊条
件下某种意识的形成和行为的产生)促成了对青
年群体的广泛动员-3.

+ 丰富多彩的信息表现形
式使智慧动员能为最广泛的人群接纳)能使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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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群体中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
次)智慧动员的涉及面广泛+ 共青团组织的智慧
动员形态广泛应用于疫情期间的人员选派,物资
招募,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志愿服务等具体方
面+ 通过网络进行情感动员来疏解青年群体在
网络互动仪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合力'通
过网络平台矩阵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工作)重心
进一步下沉到城乡社区)努力在联防联控,便民
服务,心理疏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协同!变各自为战为整体协同
协同作用是指组织从资源配置和辐射范围

的动员中所能寻求到的各种共同努力的效果)也
就是说!$ 9$ k""的效果+ 目前)共青团在网上
逐步构建了!以数据支撑服务,以服务拉动传播,

以传播反哺服务,以服务丰富数据"的生态链+

各级组织部门和平台之间打破数据壁垒)最大限
度地实现数据流动和资源共享)通过大数据搜集
网络信息,用户访问行为特征和规律)以预见性
和创新型的角度)将联防联控中跨部门,跨地区,

跨层级的信息进行系统的筛选和整合)形成首尾
相接,完整连贯的整合性动员流程+ 借助共青团
以外的社会力量)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青年志愿服
务队)并联合省志愿者协会)动员指导各级志愿
者参与疫情防控中的各个环节)帮助开展防疫检
测等志愿服务工作+

四#结!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实战)使共青团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强度考验与历练)使青年受
到了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理想信念教
育)同时也凸显了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云
计算技术为主要支撑的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

当前云计算技术成熟且普及)大数据时代已然来

临)互联网各大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已家喻户晓)

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进展+ 各行各业!智慧"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网络无处不在,信息无
时不在,服务无所不在-&.

+ 但在共青团工作的改
革创新领域)一定程度上还限于固有思维和传统
手段)以致效能不高+ 积极应对大数据,人工智
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以疫情大考中共青团智慧
动员的实践经验为例)加快推进共青团青年动员
方式的创新)开启!智慧动员"建设模式)已经时
机成熟,势在必行+ 未来)共青团也必将结合青
年接纳并追求潮流科技的特点将实际工作向信
息领域拓展)智慧动员将成为当前和今后共青团
进行青年动员的一条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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