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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新时代高校院系年轻干部的培养问题研究
张冬梅　杨　宁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

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

是百年大计。”高等学校肩负“四个服务”伟大使命，在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都需要一支富有生机活力的年轻干部队伍。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院系年轻干部的培养普遍缺乏统筹规划以

及梯队建设，本文通过分析高校院系年轻干部培养存在的问题，

并尝试提出相应措施。

关键词：高校院系；年轻干部；培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

不间断的培养年轻干部和发现优秀年轻干部，因此培养好、储备好、

谋划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就十分重要。

当前不乏关于干部培养选拔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多数研究

成果是依据工作实践产生的，缺少理论依托。好理论能有助于理

解事实，有助于对其做出解释并能从事实中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

测。无论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理论

对我们规划未来是必不可少的。

高校院系干部也是社会个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

干部队伍培养工作要下大力气抓好，要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标准

优秀干部，尽心竭力，忠诚无私，斗志昂扬的年轻化专业化高素

质的干部队伍。

一、高校院系年轻干部培养情况概述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高

等教育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召开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

研究生工作会议等形式，将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

度，向建设“双一流”目标奋勇前进。

与此同时，对于干部的选育管用也提升了新的高度，随着

2019 年 4 月新版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出台，明确提出加强

在高等院校、国企、科研院所中选拔使用干部。

在此背景下，高校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培养

和使用也成为一项课题值得深入思考研究。高等院校的年轻干部

培养近年来也逐渐备受重视，一个学校的长足发展和建设作为高

校事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专业院系普遍较为重视年轻干部培养。

（一）能够加强管理

把年轻干部培养放在学校事业发展的维度去考虑和谋划，把

组织员、辅导员、行政人员、专业教师纳入后备干部梯队进行集

约化培养，通过组织人事部门对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定期进行考

评评估，个别高校将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纳入干部“选育管用”

的系统体系内，定期与干部进行谈心谈话、实践锻炼、融通实训，

全方位立体识人，营造年轻干部培养使用的良好氛围。

（二）为年轻干部成长提供舞台

既注重干部的理论素养提升也注重干部的实干能力派样，针

对新入职人员，开展岗位培训、实践锻炼，要求青年教师坐班服

务教学科研，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干部思想素质和政治站位。鼓

励具有发展潜力的专业教师担任党支部书记，进行“双带头人”

培养，并举办支部书记培训班，不断提高年轻干部应对综合复杂

工作的能力的素养。

（三）加大使用力度

在学院重点工作岗位中配备一定的优秀年轻干部，搭建干事

创业平台，使得院系的年轻干部有机会接触复杂工作，增强应对

能力。针对干部的岗位特点、性格特质、任职经历、考评结论等

综合定制方案，一对一进行培养，缺什么补什么，一些规模较大

的专业院系在中层干部培养配备方面已具备长足发展。

二、高校院系年轻干部培养尚存问题与不足

近年来，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与实施，年轻干部培养得

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部分高校二级学院的

年轻干部培养制度已渐成体系，尤其是“部属高校”和其他“双

一流”建设工程高校中，二级学院年轻干部培养体系已较有成效，

但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多数高校在二级学院年轻干部培养上依然存

在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年轻结构、能力素质、专业素养、

实践锻炼等方面。

（一）整体理念较保守

有的专业院系在年轻干部培养过程中主要依赖于学校党委进

行被动选拔和任用，只有在需要干部的时候，再进行干部的选拔，

日常不注重对于后备年轻同志的培养和梯队建设，院系一级党委

没有将本单位内科级及以下干部进行较好的管理和使用，没有较

为清晰的培养使用的科学规划及顶层设计。

（二）干部自身水平有待提高

个别院系一级年轻干部自身存在诸多短板，譬如政治站位不

够高、理论功底不够深、格局视野不够宽等问题，多数院系干部

在事务性工作中难以抽身。

从组织角度看，没有及时为其制定发展规划和培养方案，对

年轻干部进行跟踪培养，一些领导干部在年轻干部轮岗锻炼时过

分考虑本部门利益，从而忽略或组织年轻干部进步成长。

从个人角度看，自身没有形成不断学习的良好习惯以及理论

联系实际的前瞻性能力，这些都导致了现在的院系干部培养出现

短板。

（三）理论指导实践不足

当前各层级干部理论学习得到了普遍意义上的覆盖，可以说

干部并不缺乏理论学习的机会和载体，但干部自身理论联系实际

以及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欠缺，尤其是院系干部客观

存在的工作环境以及内容单一、工作视野较窄，更需要理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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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增强实践能力，结合岗位特点及属性为干部提供实践和交

流的平台工作成为各高校普遍短板。此外，各级培训在执行“按

需施训”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四）宏观统筹不足

高校干部提拔任用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处级干部的选拔和培

养上，但对于二级院系年轻干部的培养缺乏统筹规划和安排，此

外二级院系在干部培养方面也缺乏较为完备的硬件和配套环境，

难以从宏观层面统筹院系一级中层干部的“选、育、管、用”，

从而充分有效地开展培养工作，最大最优地发挥培养的价值功能，

相关指导性文件以及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三、新时代高校院系年轻干部培养建议

（一）建章立制优化路径

上述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优化选任路

径、选拔视野、培养方式，不断规范二级院系年轻干部成长路径，

将其纳入高校总体年轻干部培养序列，需要进一步规范年轻干部

队伍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操作程序。

完善年轻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考核与监督制度，加强对于

院系干部的培训力度，推进按需施训，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干

部轮岗机制，有步骤的推进院内轮岗向院际轮岗、校内轮岗向校

际轮岗转变，不断提升干部的实践能力和工作劲头。

（二）拓宽培养渠道

对干部最好的培养就是使用。学院年轻干部是院级党政领

导班子以及学校中层干部的主要来源。因此，对选拔出来的年

轻干部要制定中长期培养规划，把握新一代年轻干部的特点和

成长规律，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培养体系，形成年轻干部的培

养链。

1.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高校年轻

干部培训的第一堂课

加强案例教学，立足年轻领导干部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做

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突出实践导向，让学校发展的亲

历者、管理经验丰富的实践者参与授课，让年轻领导干部在身临

其境的困境和问题中增强忧患意识、启迪发展创新思路。

2. 岗位培养

通过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初、中级平台，

进行岗位培养。

3. 实践锻炼培养

通过有计划地输送到校内机关党政职能部门、校外地方政府

部门挂职培养，拓宽工作领域，扩大工作视野，积累工作经验。

4. 业务培养

现阶段高校院系领导干部属于“双肩挑”学术型管理干部，

要制订个性化业务培养计划，现就实施“双带头人”（党建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培养体系创造条件，加快培养一大批学术水平高、

管理能力强的干部。

（三）创新干部四练

要以“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

为抓手抓好院系年轻干部培养。

1. 要把“思想淬炼”作为引领航行理论之塔

把学习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行动纲领，特别要学

好“四史”，要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会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立场和方法看问题，学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 把“政治历练”作为坚定理想信念之基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3 个方面显著优势，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

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和解决

问题，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在大是大非和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要旗

帜鲜明，要敢于接“烫手山芋”，主动当“热锅上的蚂蚁”，到

矛盾较为集中的岗位发挥作用，不断提升政治忠诚度，不断筑牢

理想信念。

3. 把“实践锻炼”作为担当民族复兴之石

交任务压担子，要引导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做到“学思用结合，

知信行统一”，树立群众观点，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在实践

中增长才干。

4. 要把“专业训练”作为实现能力提升之路

推进年轻干部系统学习教育理论、掌握教育规律、思考教育

发展形势，努力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院系党组织要

努力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锻炼平台，拓展工作岗位，使他们将自

身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在适应学校、学院新发展阶段改革创新要求

的前提下能够主动成长为专业型干部，在学术带头人和支部建设

以及团结凝聚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做出贡献，与时俱进方能应对自

如，本领高强才能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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