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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期，笔者深入天祝县天堂镇各学校，通过访谈、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等方式就各学校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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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的问题 

1.1 党员结构分布不合理。从调研数据可知，38 名在职党员中，辅

导站党总支、天堂学校和镇幼儿园联合支部就占去 23 名，剩余的 15 名

党员分布在 4 个完校（3 个支部、1 个联合支部）中，平均下来每个完校

党员人数不足 4 人；在职党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23 人，平均年龄 39

岁，在职女党员占比 32%（共 12 名），2010 年以后入党的 10 人， 近入

党的为 2016 年且是大学在校期间入党。这些数据显示，我辅导站党员结

构总体上呈现出学历高、年龄高，完校党员少、女党员少、新发展党员

少的“两高三少”趋势。各学校党员人数少，老龄化严重，对发展党员

和开展相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2 专题研究党建工作少。根据日常督查及调研发现，除天堂学校

支委会和党员大会上专题安排部署了党建工作且记载较为详细，其他支

部在支部会或党员大会上结合其他工作或多或少研究或安排了有关党建

方面的工作，但研究内容不具体，普遍存在会议记录简略、不规范，讨

论记载不详细的现象，不能很好地体现支委会决定“三重一大”事项的

痕迹。 

1.3 政治理论学习不扎实。各支部理论学习普遍存在图形式、走过

场现象，没有真正把党的理论学实学透，缺少深思深悟，理论知识掌握

不扎实，学习效果不明显，笔记质量良莠不齐，个别党员学习不扎实，

只停留在条条框框上，未细致深入学习领会相关内容，做到学懂弄通做

实，特别是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和党性教育方面，投

入时间少，下得功夫不够，多强调以自学为主，从而影响教师思想政治

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 

1.4 常规工作开展不规范。个别支部未梳理述职评议及专项督查等

工作中自查、反馈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未制定整改方案及台账；个别

支部开展“主题党日”“道德讲堂”等活动形式单一，资料收集不全面；

个别支部组织生活会相互批评不结合党员思想实际和业务工作，难以触

及党员思想灵魂，没有真正起到净化思想，改进作风，推动教育教学工

作的效果；个别支部在开完组织生活会后未建立支部和个人问题整改台

账，未撰写上报和收集情况通报、会议简报。个别支部无意识形态工作

安排或没有开展相关活动，无过程性资料。党支部月度工作计划及完成

情况、组织生活会和主题党日等活动考勤记录、民主评议党员、党费收

缴等记录，有的支部部分填写，有的支部全部未填写。 

2 原因分析 

党组织书记是一所学校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一所学校党建工作搞

得如何，与党组织负责人有莫大的关系。上述存在和发现的问题反映出

我辅导站各支部书记对党建抓什么、怎么抓思路不清，对党建与学校中

心工作如何有机融合统筹规划不到位；部分党支部书记对党建工作组织

不力，抓得不紧不实不到位；有些党支部不能按照本单位实际开展工作，

支部活动内容单调，工作方式陈旧，工作上没有抓手、没有创新，党建

活动缺乏生气和实效。 

认真反思，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履行职责不到位。党总支、各学校支部在工作中过多地强调业

务工作，忽视党组织建设。广大党员对基层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

不清，存在忙于事务、轻视学习的错误倾向。各支部在抓党建工作上缺

乏创新思路和举措，对“三会一课”的内容、要求及程序步骤掌握不透，

开展活动形式不灵活，解放思想的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大。支委会成员齐

抓共管党建工作的合力尚未形成，党员干部学习教育认识不够深，活动

组织形式单一，效果不突出，没有真正把党的理论学实学透。 

2.2 研究分析不充分。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对党建工作如何具体抓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常常以事务多、工作忙为自己

开脱，不善于挤时间学习，理论水平提高不明显，统筹安排抓党建的本

领不强。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对党建工作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没有将全局

工作和党建工作结合起来，拓展工作主动性不强，各项工作还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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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位，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学习教育不扎实，未达到实际效

果。 

2.3 执行制度不严格。在学校管理上及党建工作中，该有的制度看

起来一样不差，表面上各项制度比较健全，但有些制度没有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需进一步修订完善。有些制度在执行

制度时原则性不强，制度执行还存在重形式、轻落实、轻到位的情况。

比如在理论学习和党员教育管理中，虽然学习制度建立了，但学习内容

不规范，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要求不具体，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致

使个别党员宗旨意识、思想认识有所淡化。 

2.4 思想认识有偏差。部分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意识不

强，思想和工作存在主观性、局限性和片面性，站得不高，想得不远。

个别党支部只强调业务工作忙，不能把业务工作和党务工作结合起来抓，

致使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不能相互促进，开展组织生活“凡事从简”，敷

衍了事。部分党员对基层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组织观念有

所淡化，认为党建工作是“虚无缥缈”的，落实制度是“务虚”的，存

在着党务工作谈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错误倾向，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3 改进对策及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着力突破当前我县、

我镇农村学校党建工作薄弱点，夯实学校党建工作基础。 

3.1 持之以恒抓好学习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

持续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集体学习、主

题党日、交流研讨、观看专题片、上党课、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结合工

作抓贯彻等形式积极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同时督促各党支部开好组

织生活会、做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精心组织好主题党日、道德讲堂等

活动。 

3.2 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指导力度。重点围绕如何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多教方法、

多指路子,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真

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3.3 继续加强党建工作督查。定期对学校党建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现场反馈存在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对问题整改不及时，不扎实的党组

织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并继续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推荐选拔那些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优秀教师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不断壮大学校党员

队伍。 

3.4 进一步抓好制度落实。优化管理方法，抓好班子建设、党员队

伍建设和教职工队伍建设，指导、督促、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抓

好落实，提升整体工作实效。积极组织开展党内生活，自觉接受思想洗

礼、清除政治灰尘，增强党内生活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在严格的

党内生活中锤炼党性增强修养。严格履行党员职责。以一名普通党员身

份，积极参加总支及支部的“三会一课”，讲授党课、学习讨论、谈心交

流，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 

3.5 进一步强化党员政治思想教育。做到始终加强学习，把“总开

关”问题解决好。不断用党的理论和政策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不断提

高个人和班子成员工作水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监督约束机制，争做勤政廉洁的模范。 

3.6 抓好党建常规工作落实。要严格督促各党组织认真落实“三会

一课”和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严格要求填写《手册》，确

保手册全面、全程、客观反映党支部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定期开展道德

讲堂、主题党日、党建引领等活动，切实提高教职工队伍“四个意识”，

强化“四个自信”，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

步提升党组织推动工作保质保量落实的执行力。 

3.7 力求学校党建常规动作到位与特色创新。严格党员标准，抓好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重视发展优秀青年教师、学科带头人入党，健全把

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管理骨干的“双培养”机

制。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组织党员老教师、教学骨干与年轻教师结

对子，开展岗位建功、教学竞赛、建言献策等活动；积极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开展党组织活动，增强活动影响力吸引力。加强党建文化建设，

把党建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相融合进行建设，努力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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