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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研究 
刘红娟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西青  30038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
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
员”。高知群体人士是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
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分子，是高校办学的骨干成员，
积极做好在高知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有力抓手，更是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党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的重
要举措。 

一、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中主要还存在以下三方面的

问题：一是在非党高知群体中普通存在“重业务，轻政治”的
倾向；二是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吸引力还不够强；三是高
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引领带动作用不强。 

二、影响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因素分析 
关于影响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个人、

党组织、高校及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个人因素：一方面，非党高知群体缺乏入党动机，整体来

看，高校非党高知群体入党意愿较低，主动申请入党的较少，
认为作为高校教师，做好教学和科研才是自己的追求，把业务
和事业看得很重，放松了政治上的进步，认为入不入党无所谓，
对自己没什么影响。另一方面，部分非党高知人士在对党的认
识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入党后会影响自己的思想自由。 

2.党组织因素：一方面，各高校基层党组织中一定程度上存
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分离的情况，不能将党的建设有效融
入到日常教学、科研工作当中，造成了党建与教学科研“两张
皮”，这样就会让大家认为入党后的学习等活动会占用自己业务
工作时间，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各党组织对
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落实效果还不够
好。虽然大部分党组织都为非党高知人士安排了培养联系人，
但在日常却不能经常积极主动地进行联系，对非党高知人士的
关注度还不够高。 

3.环境因素：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其他各种社会
思潮涌现在各类思想阵地，对非党高知群体的思想形成了一定
冲击，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入党。另一方面，单位环境和氛围
也是影响非党高知群体入党的因素。积极向上、和谐团结的组
织氛围和工作环境更能促进非党高知群体入党。 

三、对策研究 
（一）加强领导重视程度，安排专人负责高知群体发展党

员工作的推进 
领导的重视程度是影响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前提条

件，领导的高度重视对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至关重要。只有
领导切实重视，才能将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
事项进行统筹安排，充分运用各种条件和资源搭建高知群体党
员发展工作的平台，才能充分调动党务工作者开展工作的积极
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够让非党高知群体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能够让发展对象对自己申请入党的选择更加有信心。反之，如
果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各种资源和条件不能有效运用，党务工
作者的积极性就可能打折扣，非党高知群体也就难以感受到组
织的号召。 

领导的高度重视能对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起到有效宏观
把控的作用，而具体工作的推进还应该安排专人负责。有专人
负责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推进，才能对非党高知群体进行
深入细致的摸底排查，切实了解非党高知群体的具体情况，为

发展工作提供可靠基础。在摸底排查的基础之上，专职负责人
员还应该对非党高知群体进行分类，哪些现在有入党意愿，哪
些曾经提交过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进行发展，哪些
暂时还没有入党意愿，这些都要十分清楚，以便于后续从“薄
弱环节”攻坚，各个突破。 

（二）落实联系帮扶制度，促进非党高知群体入党动机的
生成 

非党高知群体入党动机的生成是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
起点。缺乏入党动机是非党高知群体未入党的内因，是影响非
党高知群体入党最难的一点。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掌握非
党高知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联系计划，真
正实现情感的沟通和认同，帮助引导非党高知群体逐步生成入
党动机。一是要建立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明确党委、
党支部、各系部室的责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党支部具体落实，各系部室积极配合的工作格局，有效推动高
知群体发展党员工作的开展。二是要为非党高知群体安排合适
的政治导师（培养联系人），根据每位非党高知教师的不同特点
和需求，安排熟悉该同志的领导干部、学科带头人、党支部书
记等作为其培养联系人，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联系，让被
联系者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存在，切实体会到党组织的关怀和
温暖。三是在日常根据非党高知教师群体的特长、爱好等，通
过组织报告培训、外出参观等不同的活动，邀请教师们参加，
在自然状态下拉近非党高知教师群体与党组织的距离，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党组织的熏陶，从而使非党高知教师群体与党组织
之间实现情感交流，使非党高知群体对党组织形成归属感。 

（三）创新党组织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吸引力 
党组织生活的发展和创新是有效推进高知群体发展党员工

作的落脚点。党组织生活开得好才能更有效吸引非党高知群体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如果党组织生活频繁却乏味，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非党高知群体的入党意愿。因此，必须不断创新党
组织生活方式方法，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政治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是要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
力。比如开展“比较教育”，在比较中，让非党高知群体切实感
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开展交流分享，在沟通中共同
学习进步；要淡化理论灌输和简单的理论说教，以讲故事等相
对轻松的方式进行理论学习。二是充分挖掘和发挥党的组织资
源和仪式资源，增强党组织活动的吸引力。比如可以把接收预
备党员的现场设置在某个红色教育基地，在现场召开接收预备
党员大会，增强仪式感和感染力。三是秉承“围绕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努力把党组织建设和学科发展、教
学管理等业务工作有效结合，在强化理想信念的同时，也强调
教师的自我修身和自我完善，为教师业务水平提升提供条件和
平台，鼓励教师们找到自身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的结合点，这
样有助于充分调动教师为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从而
用切实行动去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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