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充分发挥“⻘年驿站”作⽤
助⼒⻘年求职就业的指导意⻅
中⻘办联发 섳2024섾 3号
　　为推动中⻓期⻘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셈 总结各地在⻘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践中探索的有益经验셈
有效发挥“⻘年驿站”在促进⻘年求职就业⽅⾯的积极作⽤셈 切实增强⻘年发展获得感셈 现提出如下意
⻅셆
　　⼀셅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作的重要思
想셈 坚持党管⻘年⼯作原则셈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셈 进⼀步规范和推⼴各地“⻘年驿站”建设经验셈 逐步
建⽴部⻔协同指导셅 社会共同参与셅 资源充分整合的格局셈 形成多主体供应셅 多要素聚集셅 多功能实
现的综合服务平台셈 让⻘年在城市进得来셅 留得下셅 住得安셅 能成业셆
　　⼆셅 服务对象
　　本意⻅所指的“⻘年驿站”셈 是解决⻘年求职就业过程中过渡性住房需求的公益服务项⽬셈 符合条
件的⻘年可申请在“⻘年驿站”享受不少于3天的免费住宿셆 “⻘年驿站”以异地求职⾼校毕业⽣섶毕业
两年内셁为重点服务对象셈 可适当拓宽⾄35周岁以下求职⻘年셈 兼顾“返家乡”社会实践⼤学⽣셅 就业
⻅习⻘年和创业⻘年等群体셆 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适当延展免费住宿天数셈 或在⼊住满3天后实⾏租⾦
折扣셅 阶梯式减免等⽅式셈 满⾜⻘年实际需求셆
　　三셅 建设⽬标
　　以全国和省级⻘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城市为重点셈 逐步联系指导⼀批稳定运营셅 安全优质셅 公益普
惠的“⻘年驿站”셈 不断提⾼建设标准化셅 规范化셅 便利化⽔平셈 成为助⼒⻘年就业셅 促进⻘年发展的
示范性实事项⽬셆
　　四셅 主要任务
　　섶⼀셁合理布局站点셆 按照“⻘年在哪⾥集聚셈 站点就建在哪⾥”的原则셈 优先在热⻔商圈셅 交通枢
纽셅 ⼈才市场셅 产业园区等交通便利셅 ⻘年集聚셅 ⽅便求职的区域规划建设“⻘年驿站”셆 ⼴泛整合各
⽅资源셈 因城施策셅 因地制宜셈 多渠道筹措驿站房源셈 原则上每个站点可稳定提供床位不少于20张셆
　　섶⼆셁规范运营管理셆 原则上使⽤“⻘年驿站”名称셈 因历史原因或已在当地形成品牌效应的셈 可继
续使⽤包含⻘年元素的原有名称셆 开发线上⼊住申请平台셈 在团属⽹站媒体셅 12355⻘少年服务台셅
招聘会셅 招聘⽹站等平台开通推⼴셅 咨询셅 转接服务셈 ⽅便⻘年获取驿站信息셆 制定⼊住公约셅 安全
守则等⽇常管理制度셈 依托合法合规셅 具有专业资质的管理团队셈 负责站点⽇常管理及运营保障셆 具
备条件的셈 可联合保险机构为⼊住⻘年购买短期⼈身意外保险셆 当地⻘年⼯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
相关部⻔셅 企事业单位提供资源⽀撑셅 协同开展服务项⽬和活动셆
　　섶三셁助⼒⻘年就业셆 依托“⻘年驿站”常态化开展岗位推介셅 政策解读셅 职业规划셅 求职能⼒培训
等服务셈 为⼊住⻘年提供驿站服务指南셅 岗位招聘信息셅 政策宣传汇编셅 城市推介⼿册等服务资料셆
对接⼈才市场셅 产业园区셅 众创空间等就业资源셈 邀请当地⽤⼈单位进驿站举办招聘活动셅 提供职业
指导셈 增加⼊住⻘年就业机会셆
　　섶四셁拓展服务功能셆 在具备条件的站点셈 建设⻘年之家等党团⼯作阵地셈 通过开展主题党团⽇活
动셅 志愿服务셅 ⼼理咨询셅 交友联谊等셈 寓思想引领于服务之中셈 有效扩⼤组织覆盖셆 在满⾜短期居
住基本需求的基础上셈 ⿎励有条件的站点配置图书室셅 共享厨房셅 ⾃习室셅 健身房셅 12355服务站点
等设施空间셆 积极衔接政务服务셅 交通出⾏셅 ⽂旅休闲等属地政策资源셈 探索推动⼊住⻘年同等享受
本地⻘年各项普惠政策셆



　　섶五셁加强跟踪联系셆 衔接团⼲部密切联系⻘年⼯作机制셈 经常深⼊驿站现场办公调研셈 及时帮助
⻘年解决合理诉求셈 增进情感认同和组织认同셆 建⽴“站友”档案셈 定期回访就业进展셈 针对性开展后
续跟踪服务셈 完善⻓效机制셆 提炼驿站助⼒⻘年就业的典型案例셈 组织⼊住过驿站的优秀⻘年结合⾃
身经历셈 ⾯向⼴⼤⻘年开展政策宣讲和经验分享셆
　　五셅 资源保障
　　섶⼀셁强化政策⽀持셆 ⼈⼒资源社会保障部⻔提供职业指导셅 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셈 把符合条件的
驿站建设成为⻘年就业创业服务站点셆 住房城乡建设部⻔⽀持有关单位为驿站建设多渠道筹集房源셆
商务셅 ⽂旅部⻔⿎励有条件的酒店参与驿站合作项⽬셈 共享房源셅 加强管理셆 国家⾦融监督管理部⻔
⽀持相关⾦融机构在市场化셅 法治化原则下셈 积极参与驿站项⽬合作开发셈 提供⾦融⽀持셆 教育部⻔
结合毕业⽣招聘会等就业服务活动셈 积极推⼴宣传驿站服务信息셆 共⻘团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셈 依
托⻘年⼯作联席会议机制셈 会同各责任部⻔及时推动解决驿站建设运营中的问题和困难셈 宣传推⼴驿
站信息셈 密切联系驿站⼊住⻘年셈 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셆
　　섶⼆셁整合社会资源셆 ⿎励公寓运营商셅 品牌连锁酒店等市场主体셈 规范有序参与驿站建设运营셈
扩⼤房源供给渠道셆 推动交通셅 ⽂旅셅 通信等各类服务供应商셈 结合⾃身优势提供增值服务셆 探索引
⼊社会⼒量⽀持驿站⻓期发展셆
　　섶三셁挖掘地⽅潜能셆 在因城施策셅 量⼒⽽⾏的前提下셈 借势地⽅政府引才留才育才等政策셈 探索
各具城市特⾊的开发模式和运营⽅式셆 全国和省级⻘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城市要将驿站建设作为试点重
点⼯作任务셈 积极推动“⻘年驿站”项⽬纳⼊地⽅⺠⽣实事셆
　　六셅 组织实施
　　섶⼀셁加强组织领导셆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各部⻔⻬抓共管⻘年发展事业的⼯作格局셈 发挥中⻓期⻘
年发展规划实施⼯作部际联席会议作⽤셈 加强部委政策协同和⼯作联动셈 加⼤“⻘年驿站”建设指导⼒
度셆 争取各级党委和政府⽀持셈 充分⽤好⻘年⼯作联席会议机制셈 结合地⽅实际落实⽀持政策和资源
保障셈 积极推进各项⼯作任务셈 切实把“⻘年驿站”建设成为服务⻘年求职就业셅 成⻓发展的重要阵
地셆
　　섶⼆셁完善管理机制셆 在“⻘年驿站”项⽬推进中셈 要强化地⽅责任셅 驿站运营者主体责任셈 确保在
运营准⼊셅 装修装饰셅 治安管理셅 消防处突等⽅⾯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셆 通过签订住宿协议셅 驿站住
客公约等셈 明确⼊住者的安全责任셆 对驿站实⾏动态管理机制셈 运营良好的可导⼊全国统⼀驿站⽹上
平台予以推介셆 对条件不达标셅 运⾏质效不佳셅 满意度较低及其他不再适合运营的驿站셈 应要求限期
整改或取消联系指导关系셆
　　섶三셁加⼤宣传⼒度셆 将“⻘年驿站”建设作为展示⻘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效的标志性成果셈 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셈 向⼴⼤⻘年⼤⼒宣传惠⻘政策셈 扩⼤驿站在⻘年特别是毕业年级⼤学⽣中的知晓度和影
响⼒셆 各级各相关部⻔要注重总结提炼셅 宣传推⼴“⻘年驿站”实践中的好经验셅 好做法셆
　　섶四셁⼒戒形式主义셆 坚持实事求是셅 量⼒⽽⾏셈 推动驿站建设与地⽅经济社会发展셅 产业结构相
适应셈 不“堆盆景”셈 不搞“政绩⼯程”셈 不盲⽬铺摊⼦셈 不虚报驿站数量셅 床位셅 ⼊住率等数据셆 坚持
过紧⽇⼦셅 注重简朴实⽤셈 不搞豪华装修装饰셆 各有关单位要及时了解掌握驿站运营管理情况和⼊住
⼈员思想动态셈 切实防范化解各⽅⾯⻛险隐患셈 妥善应对有关舆情셆
　　섶五셁严守⼯作纪律셆 落实党纪学习教育部署要求셈 严守党规党纪和各项⼯作纪律셈 加强监督检
查셆 不得插⼿⼯程项⽬招投标建设셈 不得借驿站采购项⽬谋取个⼈私利셈 不得在资源分配中优亲厚
友셅 暗箱操作셆 在驿站经营服务中셈 不得对⼊住⻘年的合理要求推诿扯⽪셅 消极应付셆 驿站因客满或
不符合申请条件等原因⽆法满⾜⼊住需求的셈 应及时通过客服公告셅 短信셅 电话等形式向申请者说明
情况셈 维护好驿站的品牌形象셆



　　共⻘团中央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政部办公厅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融监管总局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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