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青鸟计划·产学研转化季”的
实施方案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三个走在前”发

展要求，深度融入“人才兴鲁”战略和“创业齐鲁计划”，系统

推进“青鸟计划”，结合“青创齐鲁”、校地合作青年“双创”

行动任务，根据《团省委关于开展“青鸟计划·产学研转化季”》

要求，着力打造共青团服务科技创新和就业创业工作体系，助力

校地企高质量创新发展。现将有关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1 年 11 月中旬至 2022 年 1 月中旬，2 个月。

二、参加范围

团委、团总支、各大企业

三、工作内容

共青团充分发挥“穿针引线”作用，搭建地方重点企业与高

校科研团队、重点实验室精准对接渠道，着力解决高校科研与地

方企业需求信息不对称、科研转化和人才引育渠道不畅通、校地

合作“双创”工作不深入等问题，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有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提升产学研融合水平。

1.建立供需两端信息库。团委主动联合负责科技创新、就业

创业等部门，围绕学校特色学科、优势专业，摸排科研技术团队、

成熟科技成果和重点实验室情况，按领域、按专业分类整理，形



成科创供给库，团委加强两端信息库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团总

支可立足于学科专业优势摸排科研技术团队、成熟科技成果和重

点实验室情况，将相关情况梳理后与团委沟通。

2.双向精准匹配对接。按照“初步匹配”“跟进接洽”两个

阶段，建立工作台账，准确配置资源，实现精准对接。团委、团

总支根据前期摸排的情况，积极联系对接企业，了解企业需求，

梳理出意向合作的企业进行联络协商，确定可合作项目。根据匹

配协商情况，团委、团总支组织企业以一对一、一对多等方式“进

高校”，研究推动成果转化，团委、团总支联系学校专家、技术

团队“进企业”，通过高校科技成果直通车等多样对接模式，实

地破解技术难题，多措并举搭建起地方企业与学校的双向、精准、

高效对接合作“绿色通道”。

3.签约发布合作项目。团委、团总支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本

单位优势领域，推动一批有科研攻关、技术应用需求的企业与学

校实现合作，促成一批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

富有成效的成果项目。主动向党政领导汇报，联合分管就业工作

的相关人员，召开项目合作签约发布会，助力地方、企业与高校

（或相关学院）现场签约、集中发布，形成校地企三方合作、共

赢共享的良好局面。

4.优化人才合作引育。在促合作过程中进一步突出青年人才

工作，瞄准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需求，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大局，

链接校地两方资源，贯穿青年人才培养、联系、使用、引进全过



程，畅通校地共青团同频共振、优势互补的人才培育桥梁。通过

项目化合作、重点技术攻关、订单式培养、到企业挂兼职、青年

博士和科技专家“地方行”、实习实践等多种途径，建立长期合

作机制，挖掘培育一批优秀青年科创团队，实用型、复合型青年

人才和具有自主创新潜力的专业技术骨干，提升青年人才创新创

造能力和应用转化本领，拓宽青年师生科创渠道和就业创业选

择，为企业转型升级储备输送多方面人才。

四、工作要求

1.强化组织实施。团委、团总支要有步骤地项目化、清单化

实施，从征集需求、洽谈对接到签约发布、落地评价实现全流程

密切合作。各级团组织要主动争取科创、人才、就业等部门的支

持合作，建立校地协同联动机制，有序解决合作问题，保障工作运

转。

2.打造体系品牌。要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的重要指示要求，从我省学习贯彻作

出的部署安排中找切入点、发力点，合力构建共青团服务创新创

业和人才引育工作体系，不断深化“青鸟计划”“青创齐鲁”，

形成符合学校实际的特色品牌矩阵。

3.跟进调查研究。各级团组织要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对合作

开展率、合作满意率、未实现合作原因等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及

时总结经验、梳理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疏通“堵点”，



确保工作方向不偏、标准不变，始终精准发力推动产学研转化落

地见效。

4.加大宣传力度。团委、团总支要重视“产学研转化季”工

作的总结宣传，及时梳理工作进展、措施、成效等情况，主动向

党政汇报、争取支持，注重向社会宣传推广，形成产学研转化广

泛声势，营造校地融合发展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