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12 期·2024 年 12 月

25

DOI: https://doi.org/10.12345/daglyqyfzyj.v2i12.22594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 at the County Party School and School Level
Xinheng Gao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ding County Committee, Shijiazhuang, Hebei, 0508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party building education cause, the county party school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train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ts rol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in practical work, county-level party schools are often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imited resources, lack of teachers and weak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strengthening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unty party school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Party School of Zhengding County actively explores and practices a new mechanism of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education b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ing incentive measures,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Zhengding 
County Party School in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other county-level part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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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县级党校校级协作新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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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党建教育事业的不断深入，县级党校作为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其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县级党
校往往面临着资源有限、师资力量不足、科研能力薄弱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加强校际间的协作成为提升县级党校
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正定县党校在这一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实践校际协作新机制，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激励措
施、提高沟通效率和创新能力，推动党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论文将详细介绍正定县党校在校际协作方面的实践经验，以期
为其他县级党校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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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县级党校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面对新时

代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县级党校在资源有限、师资力量不足、

教学科研水平有待提升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突破这

些瓶颈，推动县级党校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

的重要课题。

2 构建县级党校校际协作新模式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2.1 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
在县级党校的广阔舞台上，每一所机构都承载着培养

基层党员干部、传播党的理论政策的重要使命。然而，由于

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及历史发展等因素，各党校在师资力量、

教学设施、课程资源等方面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这

种差异不仅限制了党校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基层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的整体质量。

为了打破这一资源壁垒，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与高效

利用，构建县级党校校际协作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模

式旨在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各党校之间的深度合作

与交流。在师资力量方面，可以建立教师互聘互访机制，让

优秀教师跨校授课，实现优质师资的共享；在教学设施方面，

可以推动教学设备的共享使用，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在课程资源方面，则可以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

符合时代需求的课程，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良好局面。

2.2 提升教学质量与水平
教学质量是党校工作的生命线，而校际协作则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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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与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这一模式下，各党

校可以围绕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展开深入

的交流与合作。定期的教学研讨活动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思

想碰撞、智慧交融的舞台。在这里，教师们可以就教学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享各自的教学经验和心得，

从而不断拓宽教学思路，创新教学方法。观摩课和教学竞赛

等活动则更是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学习他人的平

台。通过观摩他人的教学风采，教师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

同教学风格的魅力，进而在比较中找出自己的不足，明确努

力的方向。

2.3 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县级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基层干部和党员。通过校

际协作，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干部的需

求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开展培训课程。这种以需求为

导向的培训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干部的成长和发展需求，提

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4 推动党校系统整体发展
县级党校作为党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

直接影响着整个党校系统的质量和形象。通过构建校际协作

新模式，可以促进县级党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共同提

升整个党校系统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同时，校际协作

还能为县级党校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推动其不断向

前发展。

2.5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县级党校的学员主要来自本地区的基层单位和部门。

通过校际协作，可以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和合作，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这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信息共享、

资源互补和优势互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1]。

3 县级党校在推进校际协作新机制不足之处

县级党校校际协作机制是顺应知识经济时代潮流的一

种跨文化、跨领域多主体参与协作的新模式，不仅是深化基

层党校教育培训改革，提高协同合作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增强党的教育培训实效和推进县级党校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

3.1 地域、资源和交流等多方面限制
党校在推进校际协作新机制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地

域、资源和交流等多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了协作的深入和有效性。

首先，党校普遍分布在全国各地，地理位置的分散使

得校际之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对于那

些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党校，参与校际协作的难度更

大，由于历史、经济、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党

校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种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校际协作的深度和广度，难以形成统一的协作标准和模式。

其次，不同党校在教学资源上存在差异，包括师资力量、教

学设施、教学材料等方面。这种不均衡性使得在协作过程中，

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流动受到一定限制，校际协作需要一

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部分党校可能由于资金短缺或技术

条件有限，难以承担协作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和技术要求，从

而影响了协作的顺利进行。最后，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平

台，使得校际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够顺畅。部分党校在协作过

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沟通不及时等问题，影响了协作

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不同党校在文化和制度上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在协作过程中出现观念冲突、制度障碍等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努力，增加了协作的难度和

复杂性。

3.2 体制机制不健全
在当前党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问题便是

体制机制的不健全，这直接影响了校际协作的顺畅进行及其

最终成效。具体而言，协作框架的缺乏明确性成为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校际间的合作往往仅依赖于一些非正式的协议

或框架，这些协议往往因为缺乏详尽性和明确性，使得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各校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指南和操作标准。

这种模糊性不仅增加了协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还容易导致

各方在合作中产生误解和分歧，进而影响了协作的整体效率

和质量。

此外，由于不同党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

管理体系、教学标准和评价体系，这些差异在校际协作中成

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各校需要共同开展某项活动或项目

时，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协调上的困难，增加了协作的复杂

性和成本。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各校在

协作中的贡献和成果也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认可，这进一

步削弱了校际协作的积极性和动力 [2]。

3.3 资源分配不均
在当前教育领域的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均这一议题日

益凸显，尤其是在党校系统内部。其中，师资力量不均衡成

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校际协作作为一种创新的合作

模式，被寄予厚望能够打破传统壁垒，实现师资力量的共享

与优化配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优质师

资的流动并非如理想般顺畅。由于历史、地域、政策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部分党校往往能够吸引并留住高水平的师资力

量，而另一些党校则可能长期处于师资匮乏的状态。这种不

均衡的师资分布，不仅限制了党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还

可能加剧不同党校之间的教育差距，影响学员的学习体验和

成果。

教学场地作为教学活动的基本载体，其规模、设施及

地理位置等条件直接影响到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在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各党校在安排校际协作项目时不得不面对诸

多挑战，如场地不足、设备老化等问题，这些都可能使得原

本设想中的协作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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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备的更新换代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资金短缺则是

许多党校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这进一步加剧了教学资源有

限对校际协作的制约作用。

3.4 协作意愿与动力不足
在党校间的协作实践中，协作意愿与动力不足的问题

显得尤为突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缺乏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校际协作并非

简单的资源共享或是信息互通，它需要各参与方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协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高质量完

成。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参与方的积极性，

那么协作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可能因为动力不足

而导致协作进程的中断。

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党校在参与协作时更多地考虑成

本与收益的平衡，而非协作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和共同成长。

这种短视的行为模式，无疑会削弱协作的动力，使得各方在

面对协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时，更容易选择退缩而不是共

同克服。此外，在协作过程中，涉及的利益分配如果处理不当，

很容易引发参与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利益分配不均，不仅

会直接影响协作的效率和质量，更可能导致协作关系的紧张

甚至破裂。当一方感觉到自己在协作中获得的利益远不如另

一方时，其参与协作的积极性和意愿自然会大打折扣 [3]。

4 正定县党校在推进校际协作新机制实践策略

4.1 深化与完善校际协作的体制机制
在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中，构建一个稳固且灵活的校

际协作体制机制是推动党建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为

此，党校应不仅着力于明确协作的目标与愿景，确保各方在

共同价值理念下携手前行，还应细化协作的基本原则、明确

参与各方的责任与权益分配，旨在构建一个公平、公正、透

明的合作环境。同时，党校还需制定详尽的协作流程与规范，

确保在项目实施、资源共享、成果评估等各个环节中都能有

章可循，从而保障协作的高效与有序。通过这一系列的体制

机制建设，不仅能够为校际协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

为党建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强化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深度与广度
在推进校际协作的过程中，正定县党校深知资源的重

要性。为此，党校积极采取措施，加大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力

度。一方面，党校通过深入了解各校的特色与优势，挖掘

潜在的合作资源，如优秀的教学案例、独特的师资力量、前

沿的科研成果等，并将其纳入资源整合的范围。另一方面，

党校建立了高效便捷的资源共享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打破校际壁垒，实现教学资料、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

资源的无障碍流通与共享。这种深度与广度的资源整合与共

享，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了教育成本，还促进

了党校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推动了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和

党校品牌的打造。同时，通过资源共享与互补，正定县党校

进一步增强了与其他党校之间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为党建教

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

4.3 建立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为了激发参与协作的党校的积极性，正定县党校积极

探索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通过

设立奖励制度，对在协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党校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同时在利益分配上力求公平，确保每个参与方

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样的机制设计，能够有效调动各方

的积极性，促进协作的深入发展。

4.4 加强沟通与协调
沟通与协调是协作成功的关键。正定县党校重视建立高

效的信息流通和协调机制，确保信息的透明和及时传递。通

过定期的沟通会议、信息共享平台和协调小组的设立，及时

解决协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保障协作的顺畅进行。

这种沟通与协调机制的建立，为校际协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5 提高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率
正定县党校在推进校际协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提高

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通过鼓励科研创新，

促进科研成果与实际工作的结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党

建教育发展的实际力量。另外，正定县党校高度重视科研成

果的实用性和可转化性。在科研项目的选题与立项阶段，党

校就紧密围绕党建教育工作的实际需求，力求做到科研与实

践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相统一。通过组织专家论证、

开展社会调研等方式，确保科研项目能够紧贴时代脉搏，解

决党建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

党校则积极搭建起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通过举

办科研成果展示会、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等方式，促进科

研成果向实际工作的有效转化。

5 结语

县级党校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其

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

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在探索县级党校校际协作新模式的过

程中，正定县党校以其独特的实践与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与启示。通过构建县级党校校际协作新机制，正定

县党校成功打破了地域限制与资源壁垒，实现了校际间的资

源共享、师资互派、课程互通和科研协作。这一新模式的实

施，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与科研能力，还增强了县级党校的

核心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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