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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其新时代下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展开探究。通过对高校基

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中遇到各项难题,详细介绍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具体的实践策略,以此来帮

助高校基层党组织做好党建品牌化建设,并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促进高校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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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of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road of brand development under its new era.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brand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specific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 to help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do well in party 

building,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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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下,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社会各领

域中的不断渗透,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工

作中的重要工具性内容,对大学生行为习惯产生着变革式的

影响。在互联网+教育的作用下,我们当今的高校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也正在朝着智能化、便捷化、多元化的方向迈进。高

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是推动高校教育工作开展、提升

大学生思政教育力度的保障。在实践工作中,受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品牌化发展之路仍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难题,严重抑制了高校党建工作变革发展的步伐。

面对如今互联网+教育的良好发展趋势,我们的高校基层党

建工作人员,也需要积极开拓思路,将发展的目光对准互联

网,借助互联网+教育的良好发展机遇,来解决高校基层党建

品牌化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各项难题,弥补传统党建工作存在

的弊端。以此来实现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

化建设之路,促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实效性的提升。 

1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遇到的难题 

 

转,可有效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提升。学校通过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形成一个处理及时、行之

有效、有可传递性的工作团队。同时注重团队的心理健康教

学、心理咨询、科研等能力的提升,不仅在实践中进步,还可

以在实践中有育人理论实效。同时,在远郊办学,整合大中小

学、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社会专业机构资源,积极探索心

理健康教育“内外循环体系”,形成“整合力量、资源共享、

发展衔接、专业辐射”的社会协同工作机制,能够有力推进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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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论建设存在的难题 

首先,如今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

究方向还比较单一,理论之间缺乏联系性和协同性,未能发

挥互联网+的优势和作用。其次,相关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

未能体现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无法发挥党组织的

带头作用。 后,相关理论建设短期性较为明显,对于建设工

作实践缺乏指导意义,使得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工

作的效果并不明显。 

1.2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一是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不

充分,党员队伍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对于互联网+缺乏正确

的认识,应用不够熟悉,除了能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之外,并

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有效作用。二是建设工作局限性比较

明显,多数都是高校管理者在实施,没有将高校师生纳入其

中,导致了品牌化建设工作脱离了高校教学实际。三是空喊

口号,实际行动力不足,对于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

还没有落实到实践中,缺乏可行的实施策略。 

1.3高校基层党组织自身的不足 

一方面,高校基层党组织的“软要素”不足。高校基层

党组织的“软要素”,一般指的是高校内部的党员、党干部

以及党组织机构等,由于高校的党组织兼备教育和党建工作

的职责,对于党组织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然而,目前高校的

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实力却明显不足。由于高校的教育和科研

工作压力比较大,并且还要兼顾高校管理等事务,于是在无

意识之中,就忽视了党建工作,未能体现党组织之间的团结

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高校基层党组织“硬要素”的不足。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硬要素”,一般指的是党建相关工作的

制度、体制、标准等。目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虽然有一定的

制度规范作为指导,但是还不够完善,对于党建工作中的一

些细节规定不到位,这就导致了党基层组织在开展建设工作

的过程中,缺乏可靠的依据。另外,由于基层党组织对于这些

“硬要素”已经形成的固定的看法,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和

改革,也就无法跟上现代化互联网+社会发展的需求,使得党

建工作脱离实际,明显地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步。 

1.4社会环境对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带来的

阻碍 

一是国内社会思潮的冲击。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生活

的社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压力的影响,社会中产生了“拜金

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尤其是在网络这个言论较为自由

的环境中,各种消极的言论肆意传播,特别是一些负能量,在

大学生之间备受关注。这对于大学生思想容易产生不利的影

响。相比于接受党组织推行的思政教育,大学生更看重社会

上这些“现实”的问题,高校要实施党建工作品牌化,就容易

受到排斥。二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打破了时空的局限,西方思想文化也更容易借助这个渠道传

播。国外一些不利于我国的言论在网络上大肆传播,而大学

生对于这些信息的判断力不足,就容易受其影响,认为我国

党政不利于国家发展,国外的环境要比国内更好,也就逐渐

地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思想。这对于我国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

牌化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 

2.1营造党建工作品牌化环境,做好阵地建设工作 

一是,要占据校园网络环境优势。首先,高校基层党组织

应当从自身出发,积极做好准备,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提升信

息技术实践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发先进

的网络系统和软件,融合党建工作内容,建设校园网络党建

专区,并且加强监管力度,保障党建工作能够与互联网+融合

起来,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这一工具,营造良好的高校党建工

作环境。 

二是,要加强高校校园舆情引导。人的思想容易受到舆

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社会经验并不丰

富,更容易被网络上的言论所引导,这对于高校基层党建工

作来说,是一项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高校基层党组织

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规律,加强对大学生的舆情引导。借助互

联网的优势,将有利于正能量传播和党建工作开展的信息传

播到校园网,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并且引导师生

主动参与,形成师生共同参与党建工作的和谐局面。 

三是,要加强大学生上网行为管理。由于网络不像现实

那样,通过网络发布的消极言论,很容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

响,但管理难度却非常大。因此,高校应当加强上网管理。一

方面要从技术手段出发,通过网络监测技术,及时清除校园

网中消极、虚假的信息,营造一个干净的上网环境。另一方

面,则是要从法律、制度方面出发,加强网络相关法律知识宣

传,提升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 

2.2转变思想意识,巩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 

一是,要提高对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的思想认

识。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及时地转变思想观念,从根本上意

识到,加强网络建设对于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虽然网络

是一个虚拟环境,但其对于思想传播的作用却是强大的、真

实的。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主动地背负起党建工作品牌化建

设的责任,提升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主动地探寻科学、高校

的党建工作方案。 

二是,要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理论建设。党建

工作品牌化建设的实践依赖于理论指导,只有先进、科学的

理论,才能保证实践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高校基层党组织

应当充分意识到,在互联网+背景之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根据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积极地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改革,

让理论能够适用于互联网并且始终保持其先进性,从而为党

建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指导。 

2.3完善校园网,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打好

硬件基础 

第一,完善高校党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党组织队伍建设。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引导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的主力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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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组织体系是保障党建工作的前提。高校基层党组织领导

应当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并且做好党建工作统筹计划,同时,

要提升党组织中每一位党员的能力,明确不同岗位的责任,

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实力,保证党建工作的效率。 

第二,加大校园网建设投入力度,确保网络资源充足。在

互联网+背景之下,开展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离不开先进的

硬件设备的支持。高校应当增加校园网络建设的投入力度,

并且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根据工作需要,购置更为先进的

网络设备,并且加强维护和更新,保持网络的先进性,让党建

工作能够更为稳定、有效的开展。 

第三,强化校园网内容建设,加强网站监管。校园网是高

校大学生基础的上网环境,在校园网中融入党建工作相关内

容,通过校园网来进行党的思想、党的政策方面的宣传,能达

到更好的效果,同时,要加强校园网络的监管,呼吁正能量,

让积极的网络信息占据校园网的主流,从而达到对大学生宣

传教育的目的。 

第四,合理利用新媒体资源,拓展党建空间。除了基础网

络系统的建设之外,新媒体也是开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

化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除了学校多媒体教

室和计算机教室能够供学生使用的电脑设备之外,学生接触

更多的是手机、平板等移动网络设备,利用这些设备方便快

捷的优势,推出移动客户端,加载党建相关内容信息,能够达

到更好的效果。 

3 结语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深切的认识到在当今互联网

时代下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品牌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

有助于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更有助于在纷繁复杂的

互联网时代下使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积极抢占话语权,从而充

分发挥出其学生思想引领作用。这无论是对于学生思想道德

培育而言还是对于高校发展而言都是极为有益的。虽然在实

践过程中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品牌化建设之路仍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坚定时代化创新发展的决心不动

摇,通过积极营造党建工作品牌化环境、转变思想、完善校

园网建设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就能够有效促进高校基层党

建品牌化发展之路。以此来增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时代化

发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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