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9 期·2025 年 05 月

95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3i9.26515

Research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ong Hu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401520,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work in these institutions 
and serve as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and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not only a require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Party building but also an essential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issue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vita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weak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and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party members, and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reb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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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工作的基础，是党和人民联系的重要桥梁。在新时代背景下，强化和优化高校基层党组织建
设，不仅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需求，也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高校基层党组织建
设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党组织活力不足、党员教育管理薄弱、党组织与教学科研结合不紧密等。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基层党
组织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加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完善党员教育和管理体系、推动党组织与教
学科研深度融合等，旨在为高校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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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培养人才、

推动科技进步和服务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

的领导下，高校不仅要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还需要发挥思

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和科技创新的多重职能。党组织作为

高校的重要政治力量，承担着引领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和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责任。然而，随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以及高校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建

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当前，部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定的问题，如

党组织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党员教育管理的薄弱、党组织

活动形式单一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也限制了其在高校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因此，

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是高校党组织建

设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在总结当前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现

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对策，

旨在为高校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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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党组织活力不足，功能发挥不充分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活力直接影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是党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政治核心”。然而，目前一些高

校党组织存在组织形式单一、活动内容缺乏创新、党员参与

度较低等问题。很多党组织过于注重形式化的工作，过度依

赖例行公事和传统活动模式，如定期的学习会议、简单的党

员座谈等，这些活动缺乏新意，无法有效激发党员的参与热

情和政治觉悟。党组织未能通过创新的活动形式和内容，调

动起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党组织未能在人才培

养、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一些高校党组织在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中，往

往侧重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忽视了党组织活动的自主性

和针对性。这种做法容易使党组织沦为“行政化”的单位，

缺乏政治引领功能，无法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师

生需求的工作计划和活动方案。同时，部分高校党组织对外

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较差，尤其是对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快

速变化反应迟缓，未能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和方法。特别是在

新时代背景下，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日益复杂，如何提

升党组织在高校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活力，成为当前亟待解

决的难题。因此，加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推动组织活动形

式创新，是提升高校党组织活力的关键。

2.2 党员教育管理体系不完善
党员教育和管理是党组织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

这一工作在许多高校基层党组织中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首

先，党员教育的内容过于僵化，无法与时俱进。传统的党员

教育往往依赖于纸质教材和统一的讲座内容，这种模式已经

不适应当前信息时代的需求。随着社会和技术的不断发展，

党员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应当更加灵活和多样化，能够融入现

代化教学手段和互动性较强的教育模式。例如，可以通过网

络平台进行远程学习，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党性教育

和理论学习，增强党员的学习兴趣和互动性。

其次，党员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普遍不足，部分党员

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致使党员整体素质和党

性修养的提升较为缓慢。一些党员对党组织的活动参与热情

不高，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导致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下降。党员管理工作中存在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的问题，

部分党员虽然按时参加组织活动，但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责

任感较弱，影响了党组织在推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作用。党

组织应建立健全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

与监督，设立合理的奖惩制度，通过提升党员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激发其参与党组织工作和学校事务的积极性，进而提

升党组织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2.3 党组织与教学科研工作结合不紧密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教学与科研，而党组织的核心任务

则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理想的状态是，党组织

能够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实现共促共赢，形成合力。然而，目前不少高校党组织未能

深入参与教学科研的具体事务，导致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未能充分体现。一些高校党组织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参与度

较低，党组织的工作与学校的发展战略脱节，未能有效推动

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 [1]。

部分高校党组织对学校教学科研的需求缺乏深刻的了

解，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党组织融入教学科研的策略，造成

党组织的工作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忽略了对

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的引领和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全球

化、信息化和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党组织应当主动参与

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推动党组织工作与教学科研工

作融合发展。此外，党组织应当加强与科研团队、教学部门

的沟通与协作，协助学校在学科发展、科研项目立项及人才

培养等方面制定符合党和国家要求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

党组织不仅可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还可以为学校提供思想

和政策支持，推动学校实现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3 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3.1 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升组织活力
要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活力，首先应强化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确保党组织能够紧密跟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步

伐，做好政治引领工作。党组织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党组织

的工作始终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高校作为培养国

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党组织应当担负起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师生正确价值取向的重任。党组织要坚

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

与引导，确保在党风廉政建设、师德师风、教学内容和科研

方向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政治方向正确无误 [2]。

同时，党组织要注重提升其组织活力，注重创新活动

形式和丰富活动内容。传统的党组织活动往往形式单一，容

易导致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党组织应结合新时

代的特点，创新活动形式，例如通过开展网络党课、理论学

习班、党性教育培训、主题党日等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激发

党员的参与热情。特别是对青年党员，应通过与校园文化、

学术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使党组织活动与学校的教学科研工

作有机融合，从而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此外，党

组织还要注重加强自身建设，进行定期自我评估与总结，发

现问题并及时改进，保持党组织工作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确

保党组织始终处于旺盛的活力状态。这不仅能够激发党员的

集体主义精神，也能够使党组织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成为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3.2 完善党员教育和管理体系，增强党员责任感
党员教育和管理体系的完善是高校党组织建设中的关

键。当前，部分高校党组织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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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薄弱环节，例如教育内容老旧、形式单一、缺乏实践性等。

因此，党组织必须创新党员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加贴

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需求。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思想活跃，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传统的教育形式往往难以满足他们

的需求。党组织应根据青年党员的特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开设线上学习平台，开展网络党课、微党课等，使党员能够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增强教育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3]。

同时，党组织还应注重激发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增强其党性修养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党组织应建立健全党员

管理制度，制定明确的考核标准，并结合党员的日常表现进

行定期评估。通过对党员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和激励，党组织

不仅能促进党员的个人发展，还能增强党组织的整体凝聚力

和战斗力。在教育过程中，党组织还应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设，

鼓励党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通

过激发党员的集体责任感，提升其主动参与党组织工作的动

力，最终达到提升党员素质和党性修养的目标。此外，党员

管理应注重个性化指导，根据每位党员的具体情况制定发展

计划，帮助其克服不足、发挥优势，使党组织的管理体系更

具个性化和针对性 [4]。

3.3 加强党组织与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
党组织与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才能更

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高校的核心任务是教学和

科研，党组织应主动融入这一核心工作中，确保党组织的工

作能够在教学科研中充分体现其政治引领功能。首先，党组

织要深入参与教学科研的改革与实践，协助学校制定符合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发展规划，推动教学改革与科技创新。党

组织不仅要关注学校的党建工作，还应密切关注学校的学科

发展、科研方向及成果转化，将党组织的建设融入学校的整

体战略规划中。

党组织要引导党员教师和科研人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将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环节。党员教师

应当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科研

领域，党员科研人员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有利于

国家和社会的科技创新，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党组织应

通过组织党员深入研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推动党

组织与教学科研部门的深度合作，确保党的理论和思想能够

渗透到学校的每一项工作中，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高校中

的政治引领作用 [5]。

通过党组织与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度融合，党组织能够

有效推动高校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能够在教学内容的设计、科研项目的实施以及学生的思想政

治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

响力。党组织不仅要关注自身建设，更要把党建工作与学校

的核心任务相结合，推动学校事业的全面进步。

4 结语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是党和

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通过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不仅可以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还可以促进学校各项

工作的全面发展。当前，高校党组织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问

题，但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体系、

推动党组织与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等一系列对策，必将提升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高校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取得

更大的成就。高校党组织建设的优化，不仅能够服务高校自

身的发展需求，还能够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党的建设要求的不

断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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