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周口市委老干部局

周口市民政局

周口日报社

合
办

5
责任编辑 关秋丽2025 年 2 月 7 日 星期五 ·银发经济

微光成炬 星火燎原
———河南关心下一代工作发源发展 40 年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这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关心下一代工作发
源于河南安阳，2024 年是中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
织成立 40 周年。 回溯 40 年征程，河南关心下一代工
作起步早、探索深、工作实、效果好，积累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五老”为主体、坚持服务青少年、坚持
时代主旋律与省情相结合、 坚持调查研究等宝贵经
验。 40 年来，河南以星火发源的荣光为鞭策，始终保
持对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热度和温度， 在做好关心下
一代工作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成效显著。

关心下一代工作在河南的发源发展

2021 年 4 月，在纪念河南省关工委成立 35 周年
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上， 中国关工委主
任顾秀莲指出，河南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发源地，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事业点燃了关爱之火， 作出了奠基
性的贡献。 广大“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
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1982 年 2 月，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指出，
老干部利用一切适合于自己情况的方式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 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而
深远的意义。 1984 年 2 月，安阳市袁觉民、马驰等 6
位老红军、老干部倡议建立老同志关心下一代协会，
从而更好地把离休老干部组织起来， 协助做好青少
年培养教育工作。3 月 18 日，全国第一个以离休老同
志为主体的关心下一代协会在安阳正式成立。 1985
年 2 月，河南省省会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简称省
会关协）经省委批准成立，下设 5 个分会。 5 月，中组
部、团中央有关同志到河南调研，写出《关于河南省
安阳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并
将“河南经验”“安阳经验”转发全国，号召各地各级
老干部工作部门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开展关心下一代

活动。 此后，关心下一代组织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
1990 年 5 月，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10 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经验交流
会在河南召开。 会后，省会关协班子研究认为，亟须
成立一个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 有效指导全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 1991 年 3 月，河南省委印发《关于
成立河南省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省会关协更名为河南省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简称省关工委）。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五老”队伍建设，重视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鉴于工作主体扩大，以及与中
国关工委称谓的一致性， 河南省老干部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更名为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简称仍为省关工委），并带动、指导全省各级关心下
一代工作组织相继完成更名。

河南“一带一创”工作法高质量推进
40 年来，河南立足全省实际，树牢全局意识，创

新思路方法， 逐步探索实践出科学有效的 “一带一
创”工作法。 “一带”指以党的建设带动关工委建设，
“一创”是按照“五好”标准创建关工委。 其中，“带”是
关键，“建”是根本，“创”是举措，“好”是目标。 2022
年，省委充实加强省关工委领导成员，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意见 》（简称 《实施意
见》），为新时代更好实施“一带一创”工作法强化领
导力量、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

党建带关建，建强领导班子。通过启

动基层关工委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先后建立各级党
委定期听取关工委工作汇报制度， 把关心下一代工
作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规

划，建立完善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
全组织建设、干部培训、宣传工作、工作保障等机制。
坚持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关工委主任， 提倡离
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担任执行主任， 并把新退出领
导岗位，能力强、身体好、热爱关心下一代事业的老
同志充实到关工委领导班子。

宣教带思想，发挥“五老”作用。 通过成立省级青
少年德育研究指导中心，组建青少年德育宣讲团，发
挥“五老”队伍政治、经验、威望优势，以宣讲团、报告
团等形式释放“五老”宣教能量；通过举办家长培训
班、组建报告团、成立帮教小组等渠道，发挥“五老”
教育帮扶作用；通过动员“五老”积极投身经济建设、
社会公益、 社会治安管理、 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领
域，为下一代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通过强化政治
引领、理论武装，搞好先进模范、典型经验等宣传报
道，在春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进行看望慰问，帮助
“五老”解决实际困难。 根据“五老”队伍的新特点和
新变化，进一步摸清“五老”底数，建立 “五老 ”资源
库，通过配套学习制度、培训制度、调研制度等，帮助
老同志及时充电，推动广大“五老”以更好的状态积
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

管理带落实，健全执行制度。 1988 年，省关工委
与省委老干部局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关心下一代
组织的通知》，对各地成立关心下一代组织的时间、筹
备工作等作出明确规定。 2001 年，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意
见》， 明确关工委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工
作组织，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制度
化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础。 进入新时代，在顶层设计层
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制定
出台河南《实施意见》，迈出河南关心下一代工作里程
碑式的一步；在压实责任方面，印发《关于在省直单位
建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有效促进关心
下一代工作“有效覆盖”；在汇聚多元力量方面，修订
《省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不断优化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关工委主动作为、有关单位积
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在阵地建设
方面，出台《关于在全省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史学
习教育的意见》《河南省关工委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办
法》，对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安排，对教育基地的
建设、管理、使用进行明确规范。

线上带线下，探索创新方法。 坚持时代主旋律与
省情相结合是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有效切入。 一
方面，主动适应新形势，树立“互联网+”工作思维，建
设网上关工委， 着力探索基层关工委组建和运行新
模式，运用现代化传播媒介，创新联系、关爱下一代
的方式和路径。 另一方面，立足河南实际，从农业大
省的省情切入，做好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服务乡村
振兴。

阵地带品牌，丰富活动效果。 在关爱品牌方面，
大力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深入开展“关爱明
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等活动。 在教育
品牌方面，组织“五老”持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广
泛开展 “老少共筑中国梦”“老少同声颂党恩 携手奋
进新征程”“传承雷锋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红色夏令
营”“血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等主题活动，
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爱党爱国爱家情怀。 在服务品
牌方面，服务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深
化“讲政治、育新人，学科技、促振兴”活动。 坚持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五老”独特优势，建设“五
老”工作室，组织“五老”当好理论政策宣讲员、信访
矛盾调解员、网络管理助力员，聚力激活基层社会治
理活力。

河南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原创性贡献

开辟关心下一代工作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之日起， 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自身
发展，高度重视和关心下一代的选育成长问题。 经过
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发展，在组织
育人的链条上， 我们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
建设、共青团建设、少先队建设一体化推进路径。 关
工委的建立， 为老干部群体发挥余热提供了专属的
组织平台，也为我们党以老同志、老干部为主体，广
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开辟了新

路径。
首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为织密少年儿童权益保障与促进发展社会
网，政府有关部门 、社会团体等都建立了相应的少
年儿童工作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整体上看，关爱教
育下一代的社会责任主要还是由党政部门、群团组
织、公检法等主体依据各自职能分别履行 ，相对独
立分散，难免会出现工作重复或缺失现象。 关工委
组织的成立，开创性地赋予关心下一代工作独立而
明确的工作建制 ，自此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 、人员
构成、职责划分、制度规则等 ，使老同志 、老干部对
下一代的关心关爱通过这一机构建制得以实现，为
扎实、有序 、有效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提供了基
础保障。

建立关心下一代工作新机制。 关心下一代工作
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内容涉及身心教育、权
益保障、物质帮扶、司法保护等诸多方面，工作上涉
及政策设计、组织实施、社会动员、监督保障等各个
环节。 关工委组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
度性安排，是我们党发挥“五老”优势作用、加强青少
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 在实践探索中，建立了
在党领导下，以离退休干部为主体、有关部门积极配
合、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系统化规
范化新机制， 体现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科学性和民
主性，为各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提供了可操作、可
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进一步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思考

把握时代脉搏，坚持关心下一代的大视野、大格
局、大思路。 一些基层单位勇于尝试，组建关心下一
代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等，优化人员结构、创新工作
模式，吸收一批中青年专家、先进模范、企业家、社会
爱心人士等加入关心下一代志愿者队伍。

以建强网上关工委为抓手， 推动关心下一代工
作创新发展。 建设集活动平台、宣传平台、管理平台
于一体的智慧关工平台， 实现关工资源管理数字化
和关工活动管理智能化， 形成关心下一代工作一张
网的工作格局。 加强网络学习平台建设，持续加强对
基层关工委组织成员和“五老”骨干队伍的网络技术
培训，拓展线上活动形式和内容，在形式上强化“老
少交互”“老少共话”，在内容上因材施教、精准滴灌，
增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坚持系统观念 ，构建家庭 、学校 、社会各尽其
责、同心协力的高质量育人生态和教育共同体。 在
学校教育中 ，注重发挥老教授 、老教师的指导督导
作用，助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 在家庭教育中，发
挥省教育厅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省家庭教育讲师
团作用，加强资源聚合能力。 在社会教育中，充分发
挥“五老”宣讲团、党史学习月活动和孝老敬贤月活
动作用。

加强青少年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营造保障下一
代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注重把推动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与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
培养农村创业青年与组织老校长、 老教师帮扶赋能
农村教育结合起来， 把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与关爱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结合起来。 进一步加强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和权益保护，充分发挥“五老”普法工
作室、“五老”关爱团、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等公益性
普法教育平台作用， 推动青少年普法志愿服务常态
化、制度化。 围绕先进典型深化宣传，大力弘扬“五
老”精神，引导全社会参与关心下一代事业。

（据《河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