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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安徽医科大学委员会文件 
团字〔2020〕5号 

 
 

 

各二级团组织： 

《安徽医科大学共青团理论学习组学习制度（试行）》业经

校团委全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共青团安徽医科大学委员会 

                   2020年 4 月 8 日 



安徽医科大学共青团理论学习组学习制度 

（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新形势下推进从严治团的规

定》《关于在全团实施“青年大学习”行动的方案》，聚焦共青

团主责主业，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加强团干部思想政治建设，

扎实推进团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提高团干部

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根据《安徽医科大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

案》，结合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和学校实际，成立安徽医科大学共

青团理论学习组并制订以下学习制度。 

一、共青团理论学习组组织和职责 

1.成立校院两级共青团理论学习组。校级共青团理论学习组

由校团委委员、各院级团组织书记和校团委工作人员组成。必要

时，根据学习内容和需要可扩大到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等校级学

生组织、各院级学生会、研究生会主要负责同学。 

院级共青团理论学习组由院级团组织全体成员及其所辖团总

支、团支部书记、院级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主要负责同

学组成。 

2.校院两级共青团理论学习组分别由本级团组织主要负责人

任组长，负责制订学习制度，审定学习计划与总结，确定学习主

题，提出学习要求，主持集中学习和实践活动，指导和检查成员



的学习等。 

3．校院两级团组织负责宣传工作的教工团干部任学习秘书，

负责拟定学习计划和学习总结，编发或购发学习资料，负责学习

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记录及档案建设，做好学习活动的服务工

作。 

二、学习时间、内容和形式 

1.共青团理论学习组集中学习原则上每月举行一次，如遇特

殊情况可进行调整补学，全年集中学习研讨次数不少于 10次；遇

有重大政策出台或重要情况应及时组织学习，增加集中学习次数。 

2.共青团理论学习小组学习内容包括：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3）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党的重要会议精神；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团章团规和团的基本知识、团中央和团省委的重要会议

和文件精神； 

（6）开展共青团工作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

技等方面知识； 

（7）学校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和重要工作部署； 



（8）校党委和团省委要求学习的其他重要内容。 

3.共青团理论学习组学习形式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以

自学为主，以读原著、学文件为主，并注意做好学习笔记。集中

学习采取专题报告与个人研读相结合，重点发言与集体讨论相结

合，文本学习与音像视听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考察相结合等

方式。 

三、学习管理 

1.集中学习要坚持签到记录制度，确保“三簿”（签到簿、

会议记录簿、学习笔记）完整齐全。 

2.做好档案管理，及时做好包括学习制度、学习计划、学习

资料、学习记录、宣讲报告、学习总结、学习成果等各方面纸质

与电子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3.严肃学习纪律，集中学习原则上不得请假，确有特殊情况

不能参加学习的，必须提前向学习组组长请假，并履行相关请假

手续，事后安排补学。 

4.院级团组织要及时在院内传达校级共青团理论学习组学习

内容，重要学习内容要通过主题团日、专题学习会等形式传达到

每一名团员。院级团组织应结合实际，督促指导所辖团总支、团

支部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定期开展理论学习。 

四、学习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理论学习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团、

严肃团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共青团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



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团干部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切

实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认真组织实施，自觉加强学习，深

入思考研讨，做到把握理论精髓，领会精神实质，指导工作实践。 

2.坚持知行合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

重学以致用，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推进学校共青团事业发展的实际

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习，紧密联系当前共青团工作

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难点，合理安排学习内容，增强学习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切实提高做好共青团工作的本领。 

3.增强学习效果。注重学思结合，积极开展理论思考和调查

研究，积极申报共青团工作相关科研课题，撰写心得体会、理论

文章或调研报告，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有效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