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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building in student commun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Party building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other college characteristic college system student Party 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carrier	of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ommunity	Party	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mechanism system and challenges, creative think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construction 
strategy research, so as to build a good student communit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ducation pattern, help realize the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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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背景下推进大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研究
赵琳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上海 200444

摘 要

学生社区党建是新形势下高校推动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论文基于对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等部分高校特色书院制学生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分析，着重研究书院制背景下依托社区载体开展党建工作的
价值与意义所在，深入剖析当前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开展的机制体系与问题挑战，创造性地探索思考提升书院制学生党
建工作质量的策略研究，从而构建良好的学生社区政治生态与育人格局，助力实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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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社区制为特色

的现代书院在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功能日渐凸显，成为

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2019 年 3 月，中央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了《2019年高校党建重点推进的10项工作任务》，

提出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的建议。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

书院制管理模式的优势与特点，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学生社区

党建工作体系，是书院制长远发展过程中必须肩负的重要使

命，也是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

2 书院制学生社区党建模式的建设理念

“书院”作为中国高校学生住宿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是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支撑。自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

要探索建立“书院制”开始，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全国已

有 180 多所高校建成或初步成型书院 400 余个。“书院制”

教育在国内高校发展迅速，学生社区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充分

地发挥。

随着书院制改革进程的变化发展，高校学生党组织建

设也逐渐趋于社区化。不同于院系负责制的传统党建工作制

度，这种以学生生活园区为空间载体的创新性党建模式，摆

脱了过去一些呆板、单一、枯燥的工作方式，从政治引领、

思想引领、组织引领、文化引领、发展引领和价值引领等层

面切入，不断提升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活力，进一步把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学生社区建设的各个环节，扩大和提升

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在学生社

区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然而，书院制学生党建工作模式尚

处于探索实践期，仍面临着有别于传统院系为单位的党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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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新挑战、新要求。如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双院”

协同育人，如何推动书院制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

如何完善社区党组织架构与党员管理体系，是新时代高校学

生党建工作亟待突破的课题。

3 书院制下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推行现状

3.1 高校书院制学生社区党建模式的实践成果
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党员培养教育的强化与“书院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各高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学生生

活园区党建工作方面的探索实践也持续发展。以西安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教育部“一站式”学

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首批试点高校，纷纷借助书院制改

革潮流，将学生党建工作拓展到宿舍园区，党员教育优势尽

显，育人理念特色鲜明，为新形势下学生党建模式创新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概括而言，已有的工作成果和建

设举措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方向：

①成立基层党组织。部分高校书院优化党支部设置，

将基层党组织设在学生生活园区，以楼层或寝室为单位设立

党小组，打通学生党建与社区管理的壁垒，将党员“三会一

课”、培养教育管理与学生社区的日常管理、学生组织自治

充分结合起来。

②党员设岗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在生活园区建设中的

先锋模范、榜样引领作用，提升大学生党员的服务奉献意识，

是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重点与核心。部分高校书院尝

试将书院党员培养与社区日常管理相结合，以设立生活园区

“党员服务队”“先锋示范岗”等形式，让学生党员积极参

与社区服务工作，在服务奉献中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

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生活园区的党员主题实践活动。

③协同育人格局。充分拓展育人力量、构建协同育人

格局，是高校推进学生社区党建的重要举措，为做深书院制

模式下的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各试点高校精准发力，

聚集全校资源，积极推动管理力量、思政力量、导师力量、

服务力量等多方力量下沉社区，形成育人合力，提高育人

实效。

④学生社区品牌。部分高校坚持深化“五育并举”的

育人体系，整合汇集各类思政元素，立足学生社区打造书院

功能建设和品牌特色建设，力争将书院社区打造成交互性、

共享式成长空间，促进社区育人空间与内涵发展的同向同

行，在形式多样的“大思政课”中帮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3.2 高校书院制学生社区党建模式的问题与挑战

3.2.1 书院党建工作角色定位不清晰、特色优势不明显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书院教育改革尚处于探索、试验

阶段，“书院—专业学院”两院的角色关系、书院党建工作

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尚未厘清。这就导致部分高校的学生

社区党建工作仍然遵循传统惯性思维，并未打破院系、学科、

专业之间的壁垒隔阂，实现向跨楼栋、跨学院、跨年级、跨

专业、跨班级的异质化管理模式转变，“生活园区”这一新

阵地、新结构在学生党建工作开展中的突出优势尚不明显。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依然难以紧密贴近

学生学习生活日常，党组织在社区建设、思想引领、文化实

践、服务学生中的主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学生党员的引领性、示范性、服务性也并未完全体现。

长此以往，学生对社区党建的功能性、先进性的期待值会不

断降低，党组织功能在学生社区中将逐渐虚化、弱化。

3.2.2 双院协同下的党建育人合力效果不佳、队伍有

待充实
“双院协同育人”是书院制背景下学生社区党建工作

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高校领导、思政辅导员、专业教师、

朋辈导师作为学生社区党建队伍的核心力量，在全面推进社

区学生党建工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受“专业院

系—书院”双方体系架构不同、培养路径差异化等要素影响，

书院、专业院系、学生社区三者之前的关系并未完全打通，

各方在学生社区党建中的功能、定位尚不明确，党建队伍力

量互动性、联动性弱，缺乏“补位”意识，协同效果不佳，

难以支撑社区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生活园区党建育人

的合力和引领力有待加强。长此以往，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双院”彼此之间的协同联动上下脱节、壁垒加深，为书院

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2.3 学生党员队伍参差不齐，示范表率作用有待加强
学生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不够，社区党员的积极性调动

不到位，也是当前学生社区党建模式面临的问题与痛点之

一。书院制管理模式下，生活园区的学生支部建设不再受年

级、专业、学院等因素的制衡，体现出结构多元、流动性大、

个性化强的特点。这在有效避免党支部结构层次单一性，以

极强的包容性、融合性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党员队伍的参差不齐，党员质量差异加大，党员培养

管理的难度提升。特别是在对党员示范引领、积极主动性的

调动上，对学生社区党建工作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4 学生社区党建工作资源配置优化不均
随着书院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社区的硬件条件一

改单一的功能和管理模式，在空间、设备装置等方面均有所

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学生党建空间建设与硬件设施

尚且无法与党支部建设的快速发展相匹配，在资源调配、支

持力度层面严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无法满足学生

社区党建发展需要，导致党组织在学生社区的功能性大大降

低。这主要表现为：活动经费投入不足，活动场所缺少，学

习资料不够；部分学生社区以“党建办公室”“党员服务岗”

代替“党员之家”“党建服务中心”，缺乏相关独立、功能

多样、主题鲜明的党组织活动空间；书籍、报刊等宣传资料

缺乏基本保障和投入，未设置党建宣传专栏，无法发挥宣传

和组织阵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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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书院制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模式的实施策略
与优化路径

4.1 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引领优势，探索学生社区

党建有效模式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与规划，对探索建立学生社区党建

有效模式，打造“双院”协同的育人格局，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各高校要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加强对学

生社区党建工作的统筹协调，立足学生社区特点，聚合优质

育人资源，通过成立书院党建领导小组等形式，建立党委统

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责任体系，全校

上下一体、多方联动，共同推进学生社区教育培养模式、管

理服务机制、协同育人体系、支撑保障机制改革 [1]，探索厘

清“书院”“专业学院”等育人主体的职责定位，为加强学

生社区党建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真正实现党组织

对学生生活园区治理的全方位引领，确保学生社区党建工作

的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

4.2 拓展多维阵地，发挥场域优势，构建学生社区

党建多元空间
书院制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热点，为学生党建工作提

供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平台与空间场域。高校学生社区党建要

充分发挥公寓园区的场域优势，做实做优学生社区党建的物

理空间、文化空间、网络空间，积极打造符合青年特点和党

建需求的、具有“新三同”育人特色的研修室、活动室、谈

话室和休闲驿站，建设集日常管理、党团活动、文化交流、

宣传展示、分享研讨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共享空间，不断增

强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融入感与归属感，在浓厚的布

置元素、文化氛围中营造社区党建育人新环境，充分激活社

区党建的活力细胞，推动社区党建网络空间与生活空间协同

互助、双向发力，促进学生党建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进社区、

进楼宇、进楼层、进宿舍的线上线下全覆盖，更好地引领、

服务学生成长。

4.3 强化队伍协同，发挥组织优势，形成学生社区

党建育人合力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是构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

生态的重要支撑，是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模式的关键一

步。高校学生社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聚合书院、专

业院系、机关部门等单位的优势资源，以思政力量为牵引，

以教育力量和管理力量为两翼，从选优配强、培养使用、发

展晋升、激励考核等层面全链条“量身定制”工作队伍，形

成“党政领导—专业教师—思政辅导员—党员朋辈”多主体

分工明确、协同联动、运行通畅的育人格局，着力提升书院

党建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激发新时代育人工作的积

极性与创造力，引导专业导师、辅导员、班主任等下沉社区，

推进师生在“面对面”“零距离接触”中对价值塑造、思维

创新、知识传授的培养，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党建

发展质量。

4.4 规范考察管理，建立考评机制，扩大社区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学生社区党建模式下，学生党员打破了原有的年级、

班级、专业建制，更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机制、管理条例

来保障工作的顺利运行，避免因社区党员组织管理不够完善

而导致党组织功能弱化，引领带动社区学生党员发挥示范性

和先进性，共同打造社区朋辈育人共同体。各社区基层党组

织应该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社区党支

部考核管理细则》等实施办法，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建立健全学生社区党建运行考评机制，分解党建任务、细化

评价指标，借助“双院”协同育人机制从学习成绩情况、日

常行为规范、活动参与度、志愿服务度、社会贡献度等层面

深化对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的年度考核，并作为评奖评优、

推优入党的重要参考，多角度观察学生是否拥有坚定的政治

信仰和理想信念，充分激发学生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

化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

5 结语

书院制背景下，学生社区日渐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日常

生活、互动交往最经常、最稳定的场所，是课堂之外的重要

教育阵地。高校学生社区党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协调汇聚各方面教育资

源和队伍力量，通过组织引领、阵地拓展、队伍协同、机制

创新等手段，全方位提升学生社区党建质量，将党的建设落

实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中，精准赋能高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建设，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根

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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