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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实践“234”工作法蓄力赋能专业高质量发展
周毅锦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摘要：高校基层教师党支部肩负为专业谋发展，为社会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责任。高校教师党支部的“234”工作法充分发挥专业

特色，凝聚党员力量，以平台建设为契机，发挥“平台 + 模块”的服务功能，深度激发支部在服务师生成长、服务党员教育、服务专业

发展、服务实战的潜力和作用，进一步强化党支部在推动专业全面升级中的主导地位，为专业高质量强有力发展夯实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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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的背景与动机

江苏警官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教师第一支部担负培养全省公

安系统刑事技术新生力量的重要任务，长期的教研实践锻炼出一

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令行禁止、担当奉献的教师队伍。

然而面对“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如何

提升高水平公安技术人才培养，满足公安业务需求，提升专业

服务社会的质量和特色，成为支部每位党员教师肩负的重要任

务。

（一）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优势缺乏

作为全国公安院校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排头兵，支部长期活

跃于省属院校的专业阵列，缺乏国家级和省部级平台建设的基础

和先例。支部成员党员占比大，整体政治素质高，但普遍专注于

自身成果积累和职称晋升，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过程中，团队意

识和平台概念薄弱，缺乏争创一流的信心和勇气。高质量平台建

设的缺乏制约着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质量和数量，急需以平台突破

带动专业升级。

（二）党建引领专业服务社会的途径单一

近年来支部引进的年轻博士教师，在把握专业需求、公安基

层应用和社会服务方面存在短板。学生也缺少融入社会服务的途

径和方法。支部服务社会主要依赖学院校局合作平台，服务渠道

和内容较为单一。

二、具体做法及创新点

对标“七个有力”要求，支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积极构建“两全三化四服务”工

作体系（“234”工作法），提升党支部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

即坚持“科学全方位顶层设计，严格全过程综合管理”思路，以“信

息化结合、项目化推进、品牌化建设”为举措，依托专业优势构

建“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党员教育、服务学院发展、服务公安实战”

的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打造工作阵地，切实推进党

建与管理、服务、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有机融合。把支部建设

成促进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校局交

流合作的坚强战斗堡垒。

图 1“234”工作法构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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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全”“三化”稳固基础，全力保障工作法精准实

施

支部吸纳总支主要领导和优秀党员，构建强有力的攻坚班组，

认真梳理党建创建的起点条件和自身特点，以“234”工作体系科

学全方位顶层设计支部工作发展方向和实践步骤，共提炼带有全

局性、整体性的 4 个方面 16 项重点任务（见图 1），共 39 个具体

工作举措。形成《标准化建设制度汇编》和《“1133”工作机制

流程》严格全过程综合管理，从严从细落实班子建设、组织生活、

阵地建设、日常工作等规范性要求，强化党员规矩意识。

支部通过网站、微信、钉钉等信息化平台拓展党员学习阵地，

强化党员教育；通过党建项目化管理实施三重一大审议、廉政保

密审查等环节，监督好党员；通过统筹调度、精准施策，组织管

理党员合力攻坚打造专业特色品牌。

（二）党建引领聚合力，攻坚突破助力专业高质量平台

支部领航专业发展，两年间先后成立 13 个专班工作队伍，全

程参与并指导各个项目的攻坚工作，在把关定向、服务发展上引

领专业高质量发展。从瞄准平台申报赛道，挖掘专业资源潜力，

倾力打造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国家级一流专业入手，以全省样板支

部培育创建品牌为牵引，形成突围框架，有序推进江苏省高校品

牌专业、刑事科学技术（课程群）国家级虚拟教研室等高质量平

台建设，为专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同时支部主动出击，高效组织社会服务调研。两年间共带队

赴全省 10 个地市开展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调研活动，认真总结社

会需求，与社会实践课程建设结合，建立全省公安刑事技术战线

的课程实践教学基地 13 个，实现课堂到实战“直通车”模式，为

教师和学生提供社会服务的广阔路径。

（三）创新布局“四服务”，发挥优势推动专业全面升级

支部创新“平台 + 服务模块”的工作模式，将党建工作有效

融入并带动各方面工作提质增效。

模块一：服务学生成长

支部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将全员育人工作与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布置。推进学业导师制和一对一帮扶工作；指导“大

学生侦探社”社团活动；积极推进实战化教学改革，创新公安专

业教学专业对口实践方式，将课堂延伸拓展到实战一线；深入推

进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筑牢忠诚警魂，构建分学段多维度全周期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忠诚警魂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开展喜迎

党的二十大摄影比赛、与公安英模同学党的二十大精神等特色育

人活动；指导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升，把服务学生成长作为第一要务。

模块二：服务党员教育

支部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落实“一周一学”和第

一议题制度，实施领学全员覆盖，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如制作

326 期“每日微句”微信海报；寻访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考察足迹；

深入刑警支队学习公安英模精神并现场学习分享心得等。支部严

格落实审批报备和跟听制度，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和安全保密工作，

确保工作无差错。教师党员中获评学院“苏警学者”1 人、3 人荣

立个人三等功，3 人获嘉奖。

模块三：服务学院发展

支部以样板支部创建为抓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成了国

家一流专业、省品牌专业和国家虚拟教研室项目的建设任务，持

续建设 3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省

级工程实验室、1 个部级重点实验室。两年间获得省部级以上教

学科研成果和奖项 26 项，高效服务学院高质量发展。

模块四：服务公安实战

支部利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技能，服务公安实战，以枪弹检

验技术服务为重点，为重大疑难案件侦破提供技术鉴定，同时为

全省基层技术民警提供线上研判，突破了实战中疑难检材鉴定的

堵点难点。定期为社区支部开展普法活动，并与公安机关协同创新，

开发智能研判系统服务实战，获得公安厅科技强警二等奖。

三、主要成效及经验启示

（一）党建方法复制推广受众面大

“234”党建方法中，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平台建设，突破专业

建设瓶颈，普遍适用于专业优势不凸显，但特色鲜明的支部群体，

同时在全国公安同类专业支部建设中极具普适性。

（二）党建方法的精准实践辐射广

支部通过“234”方法中的“四服务”精准实践，同步扩大了

党建工作方法、创新途径、业务助推等方面经验的辐射作用。

支部利用虚拟教研室平台邀请了 7 所公安院校 79 名教师、4

名实战教官，建立 11 个课程党小组，扩大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影响

力，学科专业特色建设等方面，目前教研室的活跃度位居全国前

100，不仅得到同行院校认可，也得到教育部充分肯定。

支部组织召开全国公安技术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共享研

讨交流会，邀请 15 所高校专业负责人和虚拟仿真项目负责人，吸

引了全国范围公安技术虚拟仿真实验共享的学习研讨人员达 134

人，充分展现了支部在一流课程建设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以及在

资源重建、共享和应用方面的务实性和前瞻性，在全国范围形成

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支部在全省架设刑事科学技术实战化实践基地网络，已经建

成并开放不同类别的 12 个基地，其中涵盖服务型社会鉴定机构、

合成作战型分局模式、管理型市局刑科所模式、教学培训型分局

模式等类型，形成全省范围的专业实战化教学辐射联盟。

要突破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难题，没有坚强有力的党建作保

证是很难实现的，支部将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上下合力、全面发力，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使灿烂的

党建之花结出丰硕的发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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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样板支部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