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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安排

1. 组织动员（9 月 15 日前）

各省级团委权益工作部门统筹指导本地区活动开展。具体包

括：

（1）在 2020 年“面对面”活动整体框架内，主动对接政协

工作机构，按组织化渠道进行部署动员，青少年可以以个人名义，

也可以组团（不超过 5 人）开展调研和提交模拟提案。

（2）商请省级团委学校工作部门，面向属地大中专学校团

组织提出工作要求，发动在校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模拟提案。

（3）指导各地市团委，广泛发动属地企事业、农村、社会

组织以及新兴领域青年，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模拟提案。选题方

向可配合本地区 2020 年“面对面”活动主题，也可由参加活动

的青少年自主选择。

（4）各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地方政协委员、政协机关

工作人员以及学校教师等，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提供指导。政策

建议及所针对的职能部门，可以从全国层面宏观展开，也可聚焦

本地区实际问题微观切入。

（5）鼓励借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开展的“青少年模拟

政协”“青年汇智团”“青年智库”等实践经验，在引导青年有

序政治参与方面探索创新。

（6）报名信息经地市或学校团委审定后，于 9 月 15 日前交

各省级团委权益工作部门汇总。

2. 调研和撰写提案（10 月底前）

动员青少年围绕所选主题，深入社会实际、走进基层群众开

展调查研究，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并认真按格式

撰写模拟政协提案。地市、学校团委负责把握政治方向并给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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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导。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将会同人民政协报社、中国青年报

社，结合全国政协共青团、青联界委员专题调研、“面对面”集

中活动等，组织政协委员同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交流互动、分享履

职经验。

3. 评选评优（11 月中旬）

活动设中学中职组、大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各省级团委

权益工作部门对地市、学校团委提交的模拟政协提案进行初审，

向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择优推荐不少于 50 件提案（中学中

职组不少于 10 件，大学组不少于 20 件，社会组不少于 20 件）。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将组织专家，按照选题准确、分析深入、

可操作性强等标准，对通过初审的提案进行复审，评出“最佳提

案”10 件、“优秀提案”70 件，“优秀指导老师”、“优秀组

织单位”若干。

4. 成果应用（11 月下旬至 12 月）

获评“最佳提案”的，将委托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至 2020 年

十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获评“优秀提案”的，作为社情民意

信息提供政协机关，或推荐省级政协委员提交省级政协会议。以

上成果应用以适当形式反馈青少年本人并向社会公开。对进入复

审的模拟提案进行分析整理，提供给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将邀请部分获奖青少年参加 2020

年团中央“面对面”集中活动，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交流座谈。鼓励各地推荐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青少年列席同级政协

会议，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感性认识。

四、工作要求

1. 精心组织指导。开展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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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青团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引导青少年有序政治参与

的创新探索，各省级团委权益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争取相关方

面支持，注重与“面对面”活动结合，指导、推动属地团组织抓

好实施，动员青少年广泛参与，增强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各

地活动开展情况将纳入年度“面对面”工作考核体系。

2. 注重提案质量。各地团组织要对调查研究、撰写模拟提

案严格把关。模拟提案按照“一事一案”原则，选题要贴近实际，

调研要深入扎实，做到言之有据、建议具体。对调研数据弄虚作

假、提案内容抄袭等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并在

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

3. 加强宣传交流。各地要注重发掘、报道活动中出现的工

作亮点、生动故事，充分运用各类媒体手段，扩大宣传、形成声

势。积极向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报送新闻素材、工作简讯，

便于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组织专题采写，展示交流典型经验。

4. 做好风险防控。各级团组织要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加强

对参加活动青少年的资格审查、选题引导和过程管理。在校学生

开展调研不得接受除学校以外的任何团体或个人赞助。不得就相

关议题擅自在网络上炒作、造势。要加强与宣传部门的工作协同，

密切关注舆情信息，做好网络话题引导和评论管理，发现苗头性

情况及时应对解决，确保不出现负面舆情。

各省级团委权益工作部门向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推荐参

加复审的模拟提案，统一以附件 1、附件 2 为模板，汇总的电子版

材料请于 11 月 15 日前发送至工作邮箱，加盖公章的纸质版材料

（一式三份）请于 11 月 20 前寄送至指定地址，工作总结请于

12 月 15 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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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推荐表

推荐单位 （省级团委盖章）

提案名称

提案组别 中学中职组/大学组/社会组

提案人信息 / 提案团队信息（组团参加的，成员不超过 5 人）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民
族

工作单位/
就读学校

职务
/年级、院系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信息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民
族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内容

简介

（简要说明提案背景、调研过程和内容概要，300 字以内，

可另附页）

省级团委权益工作部门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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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全国青少年

模拟政协提案作品

提案组别： 中学中职组/大学组/社会组

提案题目：

提案人/提案团队：

推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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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即提案的题目。使用小二号标宋简体，要求简短明了，

不得使用疑问、反问、感叹句式，一般为“关于 X X X 的建议”

或者“关于 X X X的提案”，字数控制在 20 字以内。

内 容：即提案正文。使用三号仿宋体，一级标题使用黑体，二

级标题使用楷体，正文内容包括“背景和问题”、“原因分析”、

“建议”三个部分，内容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文字精炼，字数

在 1500 字以内。如有调研相关支撑材料，可另附。

题 目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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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政协提案范例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4215号提案

题 目：关于促进快递行业绿色发展的提案

主 办：国家邮政局

会 办：财政部

提案形式：党派提案

第一提案人：民革中央

内 容：

近年来，我国快递行业高速发展，业务量稳居全球首位，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快递行业基础性作用突出，

是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因素，但由其产生的大量垃圾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加大快递包装垃圾处理力度、促进

快递行业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新课题。

目前，我国快递包装垃圾的处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快递垃圾总量快速增加，现有处理能力接近饱和，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处理需要。二是现有垃圾分类和回收体系亟待完善，

据报道，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 10%，

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 20%，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

类包装物回收率达 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 25%
左右。三是包装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尤其是塑料垃圾，处理

不当会造成土壤板结和肥力下降、塑料颗粒进入地下水循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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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后果，塑料中的重金属和多环芳烃会对耕地土壤造成难

以逆转的污染，严重威胁生态安全。

2018 年初，国办下发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

协同发展的意见》的 1 号文件，对“强化绿色理念，发展绿色

生态链”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自律、

社会参与的体系和机制。为此，我们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优化快递发展规划。建议

征求意见中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建立绿色发展与管理体系

内容，以法规的形式规范快递行业包装选用、垃圾处理、资源

回收再利用等环节，明确有关环保要求的责任主体、责任范围，

并将冷链包装和外卖包装等纳入到快递包装的范围统一管理，

提高快递业绿色发展法治化水平。以生态文明理念补齐快递行

业规划的绿色短板，结合《快递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

评估，增加充实有关绿色发展指标，进一步强化立法、政策、

运行监测、宣传等措施，加快建立快递业绿色标准体系，将《推

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做实落地。

二、加强包装研发创新，推广环保外卖、快递制品应用。

尽快推动设立绿色包装国家标准，大力推广使用电子运单和生

物降解包装材料，淘汰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鼓励企

业设计应用新型包装、简约包装和可重复使用包装，促进外卖、

快递包装的减量化、绿色化和再利用。综合采用税收减免、定

向补贴、征收处置费、政府采购倾斜等政策杠杆调节快递包装

的市场行为，提高环保型较差包装材料的生产、使用成本，促

使企业慎用或循环利用包装材料，通过经济效益带动相关市场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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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快递垃圾回收使用率，完善快递包装回收体系。

通过政策引导，加快构建包含快递包装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

者在内的回收激励机制。对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标准进行量

化，根据企业包装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适当免除企业相关的税

收，鼓励电商企业通过优惠返利手段激励消费者协助回收可循

环使用的快递包装。结合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

建设，同步设置包装材料回收网点，引导消费者将快递包装垃

圾按照相应的标识分类投放到回收箱，由统一的收运系统回

收、中转至处理中心进行再循环处理，可根据投放物材料及数

量对消费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