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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的实践研究 

高嘉玮 1　孙秀霞 2

（福州理工学院　福建　福州　350506）

摘　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不断革新，新媒体运营而生，为高校党建工作带来了机会。紧跟时代步伐，“互联网+党建”模式成为未来

高校党建工作的必然趋势，它能够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时效性。本文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开展高校党建工作的必然趋势和意义，提

出了当年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可行性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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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operation of new media,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llowing the pace of the times, the "Internet plus Party building" model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futur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le trend and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puts forwar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year, and gives feasible practic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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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间超 29 个小时，其中手机上网占比达

到 99.6%。以上数据表明，互联网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且相对于往年而言呈持续深化的趋势。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高校开展学生党建工作将传统教学

与互联网教学相结合，使党建工作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大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

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和阅读习惯，促进高校党建工作的顺利开

展，将成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互联网 +”背景下开展高校党建工作是必然趋势 

( 一 ) 互联网环境呼唤高校党建工作创新 

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使新媒体成为时代的宠儿，任何人只

要在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即可发布内容。新媒体以其自身的传播优

势已深入到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校党建工作可借用新媒体覆

盖面广、跨地域传播、形式多样化、大学生易接受等特点，通过抖音、

快手、小红书、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性新媒体开展高校党

建工作。一是在多平台发布内容，宣传力度大、影响范围广、受众

群体多，能够更好的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 ；二是大学生随时随地可

通过云端参与线上党员问答和宣传活动，以此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

时效性。

( 二 ) 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推进高校党建工作发展 

如今，我们已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二十大报

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

苦奋斗、奋勇前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新时代

党的建设和发展路线要求高校必须重视党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构建

了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新模式，通过自媒体平台、网上连麦、点赞评

论等方式，实现了党员干部、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在线互动。这种“互

联网 + 党建”的形式，是以坚持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为前提，真正

意义上实现党管办学、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以此提升高校大学生

的思想意识。

二、“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 一 ) 工作交流高效化 

传统面对面座谈形式的党建工作，信息传递是自上而下的链

条式传播，传播范围窄，只有到会人员才能接受到党的熏陶。“互

联网 +”背景下，运用新媒体技术，信息传播方式变为“去中心化”，

每一位同学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源。由高校宣传部门注册和发布

建党工作的内容，然后下达到各个辅导员，由辅导员在班级群里提

醒同学们在线接受党建教育，这样参与党活动的成员会在短时间内

集聚增加，从而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效率。

( 二 ) 管理服务智慧化 

“互联网 +”背景下的高校党建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互联网与党

建的结合，而是有机聚合。目前，许多高校的党员信息仍以纸质材

料形式保管，不仅占用了很大的保存空间，而且很难在海量的信息

中快速找到某一党员的信息。若采用“互联网 + 党建”形式管理党

员组织信息，可以对海量的党员信息进行“云管理” ，利用科技信

息技术，构建一系列具体模型，在紧急需要时快速提取和分析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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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客观数据对某一党员参加党员活动的次数和频率进行评价，

使高校党组织管理更加智能和精准。

( 三 ) 学习教育个性化 

“互联网 +”为高校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利环境，使高校全

体党员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党的知识和政策。高校党委牵头开通云上

党校、网络微课、在线党建等活动，从各大网络平台中提取优质的

党建工作内容，以此作为党建学习和宣传的素材，以“互联网 +”

的模式打造相对灵活、开放的个性化建工作体系。通过互联网云端，

基于新时代大学生的群体画像特征，为当代的大学生制定个性化的

学习方案，使大学生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三、“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 

( 一 ) 互联网时代下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 

网络就像一个大染缸，形形色色的人用敲打键盘的方式抒发

自己的见解，具有正确立场的人发表的言论是积极向上的，立场不

坚定的人被网络上一些不良的信息带歪，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

中国现有超过 10 亿网民，每一位网民的身份信息被商家采集，有

可能随时曝光于众，网络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国家而

言，没有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快速性和隐蔽性，将一些颠倒国家是非的言论

思想在大学生集聚的平台发布，使一些高校年轻党员思想受到侵蚀，

给高校的党建工作带来阻碍。由此可见，维护网络安全是开展“互

联网 + 党建”工作的必要前提。

( 二 ) 对高校党建工作主体权威性的威胁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的年轻党员更习惯于从电脑、平板、

智能手机中检索和收集相关党建知识，对国家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学生党员也是从电子媒体中获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运用

大数据可将学生党员喜好的知识推荐给他本人，从而提升了学生党

员学习党建知识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智能化使学生党

员不再喜欢传统的面对面座谈方式，因此弱化了学生党员与高校党

建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一是高校党建工作者不能够有效的统计学生

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次数和频率，不能针对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教学

方案。二是目前许多高校的党建工作者对新媒体的运用还未熟练，

仍然处于对新媒体技术的摸索阶段，不能有效的将党建工作线上和

线下有机结合。

四、“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 

( 一 ) 更新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 

高校党委领导应更新观念，打开格局，创新思路，建设“互

联网 + 党建”的新型工作模式。互联网思维在商业运营中强调“用

户至上”，同理，高校开展党建工作必须坚持以师生党员为核心，

从师生党员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不同的诉求，

制定个性化的党建活动方案。互联网为高校开展线上党建工作提供

了有利条件，高校党务工作者不要恪守成规，应与时俱进更新观念，

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党建工作的流程，创新工作模式，从多个领域

汲取宝贵经验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开展。

( 二 ) 搭设平台，构建工作矩阵 

由高校党委牵头搭建本校的党建信息共享平台，将校内各类

党建信息数据统一化管理，不留有任何信息死角，为开展大数据分

析提供信息支撑。“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不能“孤立”，

笔者建议与学校网站、校园内网、新媒体账号同步构建。一是在学

校网站中设立党建内容，将学校师生党员开展的学习活动以文字、

图片、视频形式公布于众，作为高校向外宣传的一部分。二是校园

内网中应积极发布关于党建的帖子，鼓励学生党员干部积极评论和

探讨，塑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学习环境。三是借用新媒体的影响力，

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构建矩阵式工作模式，扩大高

校党建工作的影响力。

( 三 ) 提升质量，优化内容供给 

文案是互联网产品的核心，能够引起大众共鸣的内容浏览量

自然高。“互联网 +”背景下提升内容质量，将党建工作内容融入

新媒体建设，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将各大互联网平台发展成为党政建设的重要阵地 ；二是要借助互联

网发表正能量文化作品，运用年轻党员喜欢的交流方式和语言习惯，

创作出具有思想和价值的文章或视频。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新

媒体更加注重视觉美和体验感，使年轻党员愿意看、乐意看，并能

主动分享和转发其党建内容。

( 四 ) 汇集人才，打造专业团队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人才，

打造一只既懂党建工作，又懂网络运营和管理的人才队伍是必要的。

首先，高校要在校党委和各级党支部进行梯队管理，负责党组织成

员信息的收集及思想汇报。其次，高校可从计算机专业招聘数名兼

职网络管理员，定期对管理员进行高质量培训，确保网络新媒体平

台正常运营。再次，笔者建议从思政教师中挑选几名优秀教师，对

每次即将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党建内容进行审核，对不准确的用词

及时纠正，正确引导年轻党员的思想价值观。最后，聘请专业计算

机人才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检测，一旦发现不良舆论能修正及时纠

正，不能修正的内容删除或公关处理。网络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虚拟

社会，不确定的因素非常多，将互联网与高校党建工作相结合还是

具有很大挑战的，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五、结束语

互联网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跨区域等优势，提高了高

校党建工作的效能，根据师生党员的特点，实现管理服务智慧化。

但“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仍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高校党

务工作者应更新观念，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工作矩阵，注重建党

内容的优化，打造专业的高素质团队，才能在互联网流量竞争中脱

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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