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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建设发展，依靠的基础性力量在基层党组织，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展示和发挥党的各级

组织作用的基石，尤其在“互联网+”的形势下，旧有的活动形式和目的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创

新基层党组织活动与方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文章通过“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指导，从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实际出发，剖析了党组织在发展中隐藏的薄弱环节与短板，阐述了

党组织在开展活动的主要类型和作用，分析了党组织活动与方式创新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导向，并对

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动开展的主要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 基层党组织；活动创新；方式创新；党的建设 

 

A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Activities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Party Branches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Basic Level 

Wei Zhao, Juan Liu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Technical Institute 

[Abstract] The basic forc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ly on are i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cornerstones that demonstrating and exerting the role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in the 

"Internet +" situation, the old form and purpose of the activities can no longer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while the innov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nd method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imes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spirit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the19th 

Party Congress" as guidelines,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weak links and shortcomings hidd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expounds the main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h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analyze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and method innovation should follow, and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main path 

selection of colleg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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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需要从全方面的角

度进行分析设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要

求，并且提出针对性措施。同时也确定

党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当中重大意义，这

对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有着较大的作

用，有助于实现党的重要使命。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当中，着重提出进行党的政

治建设的目标，在进行建设的时候需要

严格治理。而且依据实际情况，提出相

关的要求。在进行党的建设的时候，

关注的就是质量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

设质量，就要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干部

队伍质量，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就

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解决一些基

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提

高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质量，全面提升基

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高校需要坚持党的教育内容和原

则，合理培养先进的人才，是进行教育改

革的重要要求。在高校当中，进行完善基

层党建工作，使党的发展方针可以真正落

实到底。经过合理控制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使活动可以顺利发展，可以有效提高

党的发展速度，更好地服务群众。高职院

校基层党组织也更应根据高职院校的教

育定位，密切结合职业教育与职业文化的

特点，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 

1 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与形

式存在的薄弱环节 

1.1内容老套，缺乏活力。高校基层

学生党支部举办各类活动,其 终目的

还是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将学生中思想

觉悟高、组织能力强、对学生工作有热

心和责任心的骨干力量培养成为继承党

的事业的接班人。但大部分高职院校基

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枯燥，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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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守成规，缺乏活力和创新。 

1.2形式单一，组织过于形式化，缺

乏特色。高校一些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

简单，要么集中起来读文件，看报纸，

要么打着外出学习参观的旗号，行游山

玩水之实，失去了党组织活动的严肃性

和教育性。 

1.3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少数基层

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组织活动不

重视，不了解其重要意义。因此，在组

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出现敷衍了

事、消极片面的思想，不能够充分发挥

党建活动在激发党员先进性和发扬模范

带头作用中的价值。 

1.4基层党组织活动过于片面化，或

者活动形式过于娱乐化。有些高校基层

学生党支部,为了单纯地吸引同学们参

与,片面地将活动以娱乐的形式展开。这

样的活动,如果偶尔开展,会加深同学间

的友谊,但是如果长期、经常性的开展,

势必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1.5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毕业生有着多种就业方法，但是

在就业速度上比较慢，而且党员在工作当

中没有较高的组织意识，严重影响到基层

党组织的管理效果，在党员信息更新管理

中存在脱节现象，工作效率较低。 

1.6党员发展的质量得不到保证。由

于就业因素等影响，一些院校党员发展

速度过快，党员发展的质量也就得不到

保证，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教职工入党积

极性不高的现象。 

2 创新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活

动内容和形式的途径 

2.1创新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活

动内容 

2.1.1明确方向。党的十九大、第十

四次党代会强调，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建、

思想政治工作是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要求。党建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中心

工作，抓好“思想建党”、“制度管党”

和“从严治党”。 

2.1.2必须与时俱进，密切结合世情

国情党情。①紧密联系世情。当今社会

已经进入知识爆炸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

的新时代。高校是精英人才汇集之地，

其言论与行动具有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

作用。②紧密联系国情。当前我国的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③紧密联系党情。我国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作为基层党组织，必须及时带

头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方针、决策和决

议，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1.3必须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突出

职业教育文化特色。①与学校中心工作

紧密结合。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是领导

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政治前提。高校紧

紧围绕党建促教学的核心思想，组织和

带领各个岗位的党员做好模范带头作

用，在党的引领下，坚守岗位，做好本

职工作，并争优争先，拿出更优秀的成

绩。学校基层单位要以党政联席会的形

式，将党的工作、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融入到日常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

基层党组织活动要密切贴近单位实际情

况和奋斗目标，确定组织活动载体，设

计基层党组织活动内容。②与学校的教

育特色紧密结合。党的组织活动内容必

须彰显职业教育特色。基层党组织活动

内容必须与职业理想教育相结合，教育

党员带头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目标，以

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为之

奋斗；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必须与职业道

德教育相结合，教育党员带头树立正确

的职业道德观念，不论从事哪种职业，

都要遵守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

行为上的道德准则；党组织的活动内容

必须与职业态度教育相结合，教育党员

带头建立积极向上的职业行为，树立良

好的职业态度和正确的职业观念，具有

一定的职业人文素质，为实现高职院校

的职教特色做出应有的贡献。③与职业

院校的校园文化特色紧密结合。高职院

校基层党组织应将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

特点融入党组织的活动内容。积极组织

引导党员群众关心学校建设，积极参与

设计、规划、命名等活动，培育爱校如

家的精神风貌。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学生热情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2.1.4科学设计基层党组织活动内

容，让党员群众在组织活动中得实惠、

受教育。确立活动标准要将是否有利于

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是否有利于

促进本院系党建工作统筹发展，是否有

利于服务学生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活动

开展的主要标准，力求实效性 

2.1.5经过完善的校园文化建设完成

基层组织活动的延伸。随着教育改革的

开展，校园活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因此要实现高校基层组织活动的创新应

以高校活动形式创新为突破口，学生党

员要通过基层活动、红歌会、爱国主题

演讲、朗诵、党的主题征文、摄影展、

板报等丰富校园党建的活动形式，提高

大学教育的有效性。 

2.1.6合理利用实践活动完成基层组

织活动的延伸。在高职院校中，以德树

人是根本目标，高校基层党员需要充分

利用现有的组织活动，或者经过合理开

发新的活动，只有和社会紧密联系，才

能深入体会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加深

对国情认识，不断提升自己的爱国热情。 

2.1.7以公益活动为主旋律，提升基

层党员的服务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积极

培养党员的服务意识，坚持“以学生为

主体”，鼓励各党员通过服务为社会做奉

献。同时，建立健全的服务体系，建立

志愿者服务协会等公益性组织，不断吸

纳新的志愿者，扩大队伍，并考虑将志

愿服务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2.2创新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活

动方式 

2.2.1进一步加大基层党建的深度与

广度。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迅猛发展，

紧跟时代潮流的进步，可以相应开展党

建的网络宣传工作，在互联网中开拓党

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更新党建动态，

方便党员实时关注和学习；加大网络联

动机制，党员可共享党建信息和活动资

源；营造全民学习氛围，有效督促党员

及时更新思想，消除懈怠问题。鲜活新

颖的党建活动也可结合各地区、各部门

打造特色品牌，让党建浸入和融入到每

个人的生活中去，拉近距离，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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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充分搭建起学校与企业基层党

组织共同合作的平台。高职院校中，学

校与学生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要用于顶

岗实习等，这就存在部分教师党员与学

生党员分散和流动的问题。鉴于此，基

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必须突破以往的单一

性、封闭性，走出校园，走进企业，走

向社会。可以在企业成立临时党支部或

组织实习党员师生参加实习基地企业党

支部的组织活动。也可以与企业共建学

校企业基层党组织活动，搭建校企党员

联系平台。 

2.2.3结合不同的目的与主题，创新

活动形式。高校基层学生党支部有以下

几种常见的活动主题和活动形式。首先

是创新理论学习活动，党支部的发展壮

大，离不开每位党员的努力，因此不断

地与时俱进，提高党员自身素质是高校

基层学生党支部发展的根本要求。其次

是爱心奉献类活动，高校基层学生党支

部应该是贴近同学们的组织，应该以服

务同学为重要目的，坚持“以人为本”。

爱心奉献类活动。再次是日常交流类活

动，没有交流就不能引发思考，不懂思

考就不会进步，支部缺少交流，就不能

将支部的优势传承下去，因此阶段性的

开展主题交流，结合时政和当下价值取

向、师生面临的 紧迫的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极其重要。 

2.2.4分层递进，全面有序推进党建

工作。基层党组织要重视调动本部门党

员的积极性，推动党建工作的扎根，并

落到实处。在高校中，党建工作需要全

面渗透到教学工作、专业发展、师资队

伍建设、学生党性培养等方方面面。高

校应全面考虑，分层递进，调动一切力

量，全力推进党建工作的发展。 

2.3坚持制度引领，发展制度创新  

在坚持从严治党，坚持党的先进性

的前提下，高校还应进一步完善各项制

度，保证制度引领优势。当然制度也需

要结合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制

度体系是严谨的、职责分明的，同时也

是灵活的。各高校需结合自身发展在组

织活动中不断地创新形式，形成独特、

创新的制度体系，真正使党员在党建工

作中 大成度的学习和进步。 

2.3.1坚持民主评议制度不松懈。坚

持基层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在基层党支

部定期对党员表现情况进行一次分析，

并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制度作为基

层党支部监督党员的重要手段不能流于

形式。将民主监督与自我管理相结合，

探索党员自我管理机制不动摇。 

2.3.2持续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

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完善

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党务公开

的制度和形式，党组织工作要更加透明

化，进一步鼓励和落实党员积极参与党

内事务，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选择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2.4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员教育

管理和服务水平 

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中，要想不

断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就需要做好高

校党员的教育，使其成为很好服务群众

的队伍。 

2.4.1需要进行完善党员的教育管理

能力。需要设立党员教育的条例，使党

员可以吸收 新的党的规章制度，提高

党员的思想水平。同时需要加强党的组

织的把控，使党员可以在受到教育的过

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意识，完成

党的指示。对于因为其行为产生不良影

响的党员需要进行针对性处理，维护党

内的纪律。 

2.4.2需要逐渐提升联系和服务群众

的能力。需要加强党员和群众之间的联

系，需要不断进行完善群众所享受的服

务，并且使群众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提

出建议。同时也需要建立党员和人民群

众进行沟通的沟通，了解人民群众的需

求，帮助其解决具体的问题，使校园更

加和谐；需要着重进行完善党员服务群

众的具体条例，使党员可以在人民群众

当中树立正确的形象，获得群众的支持。 

3 结语 

在当下素质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主

体，同时强调在实践中学习的教学方式，

因此，本着这一主旨，高校基层党组织

活动一定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实

践，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认

识，做好高校党建工作。高校党支部应

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思路观念，

只要有利于使党员同志从中受到启发或

教、有利于党的队伍建设、得到群众的

一致认可的组织生活内容形式、方式方

法都可以探索、借鉴和应用。高校基层

处于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

前沿，在此次基层党建建设过程中，

虽取得了较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

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如：高职院校在

文化水平上稍微欠缺，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和文化教育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其次

党务和科研也存在脱节现象，也是需要

长期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分工

不明确的现象，在组织活动中容易影响

基层党建的效率等等，这些诸多的新课

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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