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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形势下打造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红色矩阵的核心价值
1.1基于“新的定位”打造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目标维度
新的定位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党的思想队伍和组织机构的建设中，党员的集中教育和
管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对所有的党
员都展开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才可以踏实践行、认真
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提升党的思想队伍建设。详细而言，在思
想上、组织上与流动党员保持联系，引导、教育流动党员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和发挥
党员的先进性，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使
其干有方向、干有平台，确保作用发挥不断线。

1.2 以“新的功能”构建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价值维度
新的功能是指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价值感和意义。一个流动

党员就是一面流动的旗帜，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组织观念和党员意
识教育，为流动党员做好服务工作，使得他们能安心学习或找
工作，有利于增进流动党员对党组织的情感，维护社会稳定，
传递“正能量”。从全力保障党员权利、切实强化奖优罚劣、
精细推行积分管理等方面增强流动党员的归属感，增强党员履职
的“内生”动力和增强组织生活吸引力。

1.3以“新的实践”构建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体系维度
新的实践作为对流动党员展开有效教育管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方式。通过“一核五维六翼”多元实践，构建新的流动党员教育
管理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内容
也发生很大改变，这就需要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建立起科学完善的
内容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从当前情况来看，流动党员教
育管理体系构建不够完善和规范，忽略了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内在
的“育人性”，教育计划不具体、培育目标笼统，教育过程形式主
义严重，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标准，从而形成了制约新时代流动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发展的“瓶颈”。

2  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面临的困难及原因剖析
2.1党员意识淡化致使去向难以掌握
在流动党员的群体中，因为其组织机构不稳定，因此绝大部

分党员都存在严重的纪律意识不强、思想观念较弱的问题，这就
使得他们在外出的时候鲜有及时的向相关的支部或者部门及时的
汇报其思想状况，也不会及时的参与党支部的相关活动，长此以
往，就使得这部分党员难以把握自己的去向，逐渐变成了“两不”
党员-党组织管不着、用工单位不了解。

2.2组织管理弱化致使教育难于开展
第二，在高校的党组织中，还存在党组织工作开展不严格的

现象，存在于高校党组织中的组织管理较弱的现象使得许多流动
党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及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他们不能较好的遵守党的相关纪律、不能及时的更新
自己的工作理念；再加之，高校党组织的流动性，这就使得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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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的变化难以做好流出与流入地之间的双向协作管理，最终使
得党员教育管理“盲区”增大，弱化的组织管理现象使得相关的
教育管理工作难以展开。

2.3教育模式老化致使作用难以发挥
最后，在高校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中，还存在教育形式单一、

教育模式老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党员在流动的过程中，
无法适应党员思维的多维性、无法有针对性的开展党员的教育管
理工作，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吸引力和
号召力，从而使得党的教育管理工作难以有效的展开。

3  新形势下打造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红色矩阵实践路径
3.1 健全流动党员“平台共建”组织矩阵
针对当前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首

先应该立足实际、依托现代社会背景，建立健全的流动党员平
台，通过“平台共建”达到保证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稳定、加
强流动党员思想和行为教育等方面的目的，从而使得流动党员时
刻坚守自己的岗位，高标准、严要求控制自己的行为，做到党
组织不散、党性不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目的。

3.2 改进流动党员“资源共享”教育矩阵
再者，基于流动党员的流动性，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开

展中，还可以基于流动党员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教育管
理的方式，从走前教育、外出教育、归乡教育等方面出发，针对
党员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集中的联系方式，进一步确保这些流
动党员在组织关系的变动过程中仍然可以及时的进行“资源共
享”，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强化流动党员教育、加强流动党员党
的思想教育活动的目的，最终达到流动党员政治学习不放松、教
育管理不断线的目的。

3.3落实流动党员“关怀关爱”服务矩阵
最后，针对当前存在于高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

还应该在党员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进一步
落实流动党员的“关怀关爱”，从政治上关心流动党员、及时告知
党务公开主要内容，从方方面面保障流动党员在外过程中的知情
权、监督权，保障其参与的决策权，基于关怀和关爱的角度，关
心他们的成长、注重他们的思想变化特点，通过诸如“七一”、春
节等节日慰问的方式，定期与他们进行谈心谈话，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工作和生活学习状况、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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