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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现状及优化策略 

宋静伟 

(南京传媒学院) 

摘要：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发展教育的支撑，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关系到党的政策方针的贯

彻落实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新时代下，思想文化交锋日益频繁，意识形态斗争愈加激烈，如何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育人功效、

战斗堡垒作用尤为关键。本文以现有基层党建工作的现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一些可行性思考和建议，旨

在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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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ong Jingwei, Nanjing Media College 

Abstract: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in universities has always been a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y policies and polici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I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fully leverage the educational and combat fortress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or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in universiti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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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1]高校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重要使命，全面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凝聚力，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是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 

一、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党建工作思想认识不够深入 

高校党建工作担负着引导人才政治思想方向的重大使命。

目前，我国高校党组织普遍采取“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

--基层党支部”的三级领导模式。尽管分级领导模式明确了各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职责，但是还是有不少高校存在“说

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观念，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对党建工

作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高校党务负

责同志政治责任意识有待加强。有些高校党务工作负责同志认

为只要抓好教学工作、突出科研成效，就可以培养高质量人才，

缺乏了党建工作的责任和激情。由于领导政治意识存在偏差，

忽视了只有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才能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导致

不能严格贯彻落实“一级抓一级、层层贯彻落实”的党建工作

要求。二是顶层重视，基层未落实。有些高校党建工作虽然得

到上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党建任务落实到二级学院的基层

党支部，便被层层弱化，基层党支部开展党建工作浮于表面、

流于形式，便达不到预期效果。 

(二）党建工作方式创新性不足 

新时代下，党建工作要求在守正的原则下，不断创新形式，

以守正创新工作方式，开拓高质量党建工作新局面。但目前很

多高校党建工作形式较为单一，一是学习形式主要以“读文件、

学文件、写心得”为主，内容过于空泛且形式化。单向灌输式

学习很难调动党员同志的积极性，使得不少党员存在应付了事

的心理，从而根本上降低了政治理论学习是党员的根本义务的

意识，并且由于高校年轻党员占比越来越大，形式单一且纯理

论学习很难吸引年轻党员群体。二是党建活动缺乏创新性和吸

引力。目前党建活动主要是以主题演讲、摄影比赛、征文大赛

等形式开展，形式过于老旧，质量较低，活动缺乏党员间互动、

交流。长期影响下，党员活动参与率降低、热情度不高，随之

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开展特色活动的动力和科学支撑。 

（三）基层党建队伍专业化程度不够 

高校党建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基层的党建

队伍是高校党建工作的中坚力量，支部书记又是党员的“领头

人”[2]。当前，很多高校的基层党组织队伍配置存在一定的问题，

有着明显的“三化”趋势，即兼职化、业余化、年轻化趋势。

比如有些高校配备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并未从事过党建工作，经

验匮乏、理论知识不扎实、政治站位不高，从而导致基层党建

工作不能受到重视。再比如，有些高校由于人手紧缺，基层党

支部书记多由辅导员兼任，辅导员并非全部都为思政专业出身，

政治理论水平不高，专业性有待加强；且辅导员本身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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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党务工作便成了额外附加工作，而党务工作任务繁重，

要求高，长期以来，就会使得其日常疲于应付，对党建工作缺

乏系统性思考。从根本上对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基层党建工作的突出作用也会被逐步削弱。 

二、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优化策略 

（一）自我革命，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

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党建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不言而喻。[3]新时代下，思想文化交锋

日益频繁，意识形态斗争愈加激烈，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意识，改进高校

基层党建工作尤为重要。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定期召开基层

党建工作会议，研究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等等，以政治建设为根本，拓展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

提升政治理论水平，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二是工作上严格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九条规定：“建立健全党中央统

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察机关专责监督，党

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

的党内监督体系。”[4]可见，高校想要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的发

展，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

制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同级监督，第一

时间处理不合格的党员同志；同时落实激励机制，激发党员的

工作热情，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强本固基，全面优化基层党建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以强化责任为核心，以能力建设

为重点，加强党务工作队伍的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

的党务工作者，直接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活动安排在工作中

的具体成效。[5]一是优化党建工作队伍。高校要不断完善用人机

制，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落实专职思想政

治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于全校师生人数的 1%的要求，

确保学生党建工作力量配置，每个院（系）至少配备 1-2 名专

职组织员[6]，实行定岗定责，选取一批“守信念、重品行、有本

领、敢担当、讲奉献”党务工作者，科学配置党建工作队伍。

二是提升党建工作队伍专业性。高校通过开展系统性的党务工

作业务培训，使得基层党务工作者明确工作方法，提升专业能

力。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分享交流会，可以邀请党建工作先进

单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经验分享，以先进带动后进，鼓励

党务工作者通过交流、自学、实践等多种形式，逐步打造政治

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党建工作队伍。 

（三）守正创新，全面打造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 

1.深入学习内容，确保学习形式多样化 

基层党组织在开展支部理论学习时，不局限于“读文件、

写心得”的陈旧形式，创新学习形式，调动党员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一是开展党员座谈会、研讨会。党员在座谈会上结

合自身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进行交流，帮助解决党员面临

的实际问题，逐步推动党员在思想、情感、作用上相融合，提

升党员队伍的战斗力；同时也可以请一些具有丰富经验且理想

信念坚定的老党员同志，带领年轻党员共同学习，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通过党建影响，实现学习、生活、科研协调发展。

二是成立党史知识教育宣讲团，围绕习近平新时代特色主义思

想，深入对党史知识进行宣讲。由于现在部分高校基层党组织

书记、基层党支部书记并非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出身，理论知识

不够扎实，导致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会流于形式，内容空泛。

高校成立党史知识教育宣讲会，由专业出身的党员同志讲述政

治理论、革命历史、先进典型，为受众群体搭建完整的知识体

系，从而促进党建工作高质量的发展。 

2.拓宽途径，巩固党建工作理论学习成果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将党建工作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增加党建工作的灵活性和互动性，

有效提升高校党建工作。一是维持稳定原有的宣传途径，利用

各党组织宣传栏，在重大时间节点制作张贴海报；二是利用新

媒体，建立党建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实时推送政治理论，

同时拍摄制作“党员讲党课”微党课，红色歌曲传唱快闪、情

景剧、朗诵剧目等微视频，使传统沉闷的党史理论知识变成一

种“喜欢看、愿意看、看进去、易消化”的精神食粮；三是采

取“走出去”的方式，鼓励党史知识教育宣讲团带领党员师生

深入到社区、医院、家庭、红色教育基地等场所，拓宽党建活

动领域，借助社会实践的方式，开展“体验式”党课，将政治

理论、工作实践和服务群众相结合，在实践中深化师生党员爱

党、知党、担当的精神。 

在新时代背景之下，高校党建工作必须结合时代特点进行

调整，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着眼大局，牢把政治建设这一根本；

在工作上，积极应用新媒体技术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开拓党建

工作新局面；在队伍建设上，科学配置，以党组织为堡垒，发

挥党员先锋作用。只有将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服务于高等教育事

业内涵式发展中，切实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才能最终为社会

培养出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担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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