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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考

谭 书 臻
(中国石油大学 后备军官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着大学生入党动机功利色彩浓厚、入党手续繁

杂、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缺失等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大学

生入党动机不纯、过度追求党员发展数量、对党员教育监管不力、对学生基层党支部的骨干培训

指导不力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从领导层面上予以重视外,还要在教育、管理和培训等环节

多方施力,以此来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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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等要求,《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

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对加强和改进教育

系统党的建设、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有明

确的要求。 这些要求符合普通高校党建工作的现

状,也指明了党建工作的方向。 目前,普通高校学生

党建工作的现状有喜有忧,对此,如何加强对普通高

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领导,重视学生党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学生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是普通高校广大学

生工作者,特别是党建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

的课题。
一、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总体上呈现出学生入党

热情高、入党比例高,党员发展程序规范、组织健全

的良好局面,广大学生党员已经成为校园内人数众

多、富有朝气的骨干队伍,他们不仅仅在学习和工作

方面争当先锋,而且在建设和谐校园、文明校园的过

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不可否认,高
校学生党建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生入党动机呈多样化趋势,功利色彩

浓厚

进入大学,绝大多数学生也正好跨进成年人的

行列,符合入党的年龄要求,入学后系统全面的入学

教育、如火如荼的军训生活,使大学生的思想得到升

华,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积极要求进步的激情被点

燃,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未来的人生规划成了

大学生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大学生一旦确定了

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付诸努力,
因此,很多学生在入学不久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 据

调查统计,在大一期间,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

生约占 90% 。 大学生入党热情高涨,其入党动机却

呈现多样化趋势。 在笔者所在单位组织的问卷调查

中,选择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冶的
占 16% ,选择“为了很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冶的占 31% ,选择是“为了将来个人政治仕途

和发展冶的占 22% ,选择纯粹是“为了增加就业砝

码冶的占 16% ,选择“随大流冶的占 6% ,选择“有面

子能当学生干部冶的占 5% ,选择“为父母争光冶的占

4% ,除了前两种选择是党建工作者期望看到的外,
其他选择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个人主义、实用主

义为核心的功利性色彩。
(二)大学生入党材料繁杂,材料雷同现象严重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大学生入党程序已

经逐步规范。 一般来说,入党分以下几个步骤:一是

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二是参加党校的学习,进
行党的基本知识的培训;三是确定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一年左右的考察培养;四是从入党积极分子中经

民主评议推选入党对象;五是对入党对象进行函调,
确认主要社会关系清楚、无问题;六是召开支部大

会,将入党对象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七是经过一年

预备期的进一步考察,将中共预备党员转为中共正

式党员。 一个大学生从申请入党到成为正式党员的

过程中,要填的表格很多,需要培养人、介绍人、谈话

人等填写的意见也较多。 翻阅这些材料可以发现许

多相似之处,材料雷同现象严重。 像入党申请书几

乎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谈话人、培养人意见也大同

小异,发展对象的缺点都是“政治学习抓得不紧冶、
“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冶、“学习有时有松劲情绪冶等
无关痛痒的话,死板和教条让规范的发展程序变得

只有形式,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三)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作用发挥不

明显

根据党章的规定,结合普通高校的特点,近几

年,凡是具备成立党支部条件的基层都成立了相应

的党支部。 前些年学生党员数量较少,一般是以年

级为单位来成立党支部;年级学生党员数量达不到

成立支部要求的,则以学院为单位成立党支部;有的

则采取多年级成立纵向党支部的方式,来确保学生

基层党组织的健全。 近几年,由于学生党员发展数

量的增多,许多高校借鉴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冶的经

验,采取了“支部建在班上冶的做法,以班为单位成

立党支部,班级党支部成为班委会、团支部之外带动

大家学习成长的“第三驾马车冶。 但是,健全的组织

机构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党支部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 目前,有些大学生党支部的主要作用就是发

展党员,至于如何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如何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则无从谈起。 像有的学校规定党

员每半个月一次的组织生活制度根本得不到落实,
支部大会如果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一般不会召开。
支委会、支部大会、民主生活会这些会议有何区别、
什么时候开,学生党员大都说不清楚,按组织制度的

要求去落实也成了一句空话。 党支部的作用远没有

班委会、团支部的作用发挥得明显。
(四)大学生入党比例不断提高,但先锋模范作

用缺失

前些年,大学生党员发展的比例一直不高,特别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学生党员发展比例不足

1% 。 后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普通高校的党

建工作逐步得到重视,学生党员发展比例有了明显

提高。 2003 年,全国高校在校生党员的比例达到了

8% 。 经过又一个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

以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要求、普通高校的党

建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现实,大学生的入党比例

节节提升。[1] 现在,部属重点高校的大学生入党比

例一般超过了 30% ,有的学校甚至达到了 40% 以

上。 但是,让党建工作者感到尴尬的是,大学生入党

比例的不断提高,并没有呈现出人们期望看到的局

面,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因为党员数量的大幅

增加而在学习和日常工作中得到更多的体现,相反,
现在党员多了,党员的党性观念反而淡薄了,不管是

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许多大学生党员混同于普

通学生,根本体现不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主要

原因

(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发生偏差,造成

大学生入党动机不纯

唯物辩证法指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 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社会的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生活方式以及学生就业

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就必然会导致学生思

想的多元化。[2]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

以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大学生尚未完全定

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市

场经济条件下催生的实用主义观念,使一些学生的

政治理想中不可避免地搀杂了更多的功利成分,同
时也使一些学生党员更强调个性独立、自我设计和

自我完善,从而导致道德行为出现脱轨现象。 个人

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成为他们在作各种选择

时首先使用的考量标准,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的崇高理想,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因党内个别贪污腐败分

子的胡作非为而使大学生对此产生动摇。 因此,他
们考虑入党时,首先想到的是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发

展和前途,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实惠等等。
(二)重档案材料齐全、轻入党对象个性特征的

形式主义,造成大学生入党材料雷同

每个人都有一个走到哪带到哪的档案袋,对一

个党员来说,档案袋里装得最多的就是入党材料,尽
管很少有人去阅读这些材料,但这些材料又是必不

可少的,必须终身保存的。 虽然没有听说过因为入

党材料的内容与别人惊人的相似而怀疑党员资格的

真假,但却存在因为入党材料不全而接受组织审查

的事实。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手续和资料的齐全

是必须的,而内容的雷同则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状

况造成了某些申请人在写入党申请书时,只需要把

别人的申请书拿过来抄写一遍,改个申请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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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期就完事大吉,也使得培养人、谈话人、介绍人

在填写意见时,根本不考虑入党对象的个性特征,而
是照搬别人的措辞应付过关。 究其原因,无非是形

式主义的东西在作怪,只求简单应付顺利过关,不求

标新立异、精益求精,也不求个性鲜明、与众不同。
(三)对学生基层党支部的骨干培训指导不力,

造成基层党组织成员组织常识匮乏、组织生活制度

难以落实

随着学生党员发展数量的增加,现在大多数高

校都设有二级党校,二级党校每年都要对大量的入

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基本

知识,如党的性质、宗旨等,而对支部建设方面的内

容安排较少,这就造成大学生基层党组织成员组织

常识匮乏,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 对党建工作的督

导检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不知道

支委会和支部大会的区别,不清楚什么情况下该开

支委会、什么情况下该开支部大会,对于民主生活会

这样有特定内容和含义的组织生活制度,既不知道

该什么时候开,也不知道该怎么开。 作为主管学生

党建工作的二级学院党委,其主要精力也都放在应

付党员发展数量激增带来的巨大工作量上,无暇顾

及大学生党支部骨干的培训。 而这样的培训由于学

生四年一周期的流动性,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循环往

复的任务,这使得二级学院党委产生了一定的畏难

情绪,培训工作很难落实。 另外,对学生基层党支部

缺乏检查监督和指导,导致其组织生活过于随意。
很多大学生党员骨干错误地认为,组织生活就是在

重大节日、纪念日到来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年

搞几次活动就等于组织生活制度得到了落实。
(四)过度追求党员发展数量、对党员教育监管

不力,造成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不强

“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

的组织发展原则,也说明了党员发展的第一要素是

确保发展的质量。 没有质量做保证,单纯追求发展

数量,是对党不负责任的表现。 目前,许多高校的大

学生入党比例已经超过了 1 / 3,研究生的入党比例

更是达到了 80%以上。 从党员的先进性上讲,如此

高比例的党员队伍,将大大带动和影响身边的普通

群众,使高校党建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 但是,与此

相反,党员发展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对党建工作产生

推动作用,大多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发

挥。 许多人反映,现在党员多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反而不如党员少的时候明显。 和一些毕生追求入

党,奋斗了几十年,到了晚年才实现入党愿望的老一

辈党员比起来,现在的大学生入党似乎过于容易,这

就使得他们对党员的称号和荣誉不够珍惜,缺乏创

先争优意识。 许多党员认为,周围的很多人都是党

员,不需要自己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的甚至认

为,周围的党员和自己都差不多,如果自己表现得太

积极,反而会遭冷眼和讥讽,还不如和大家一样。 另

外,对党员的教育监管不力,缺乏必要的奖惩激励机

制和监管措施,造成党员党性观念不强,也使党员失

去了前进的动力,这些都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不好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使其树

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冶 [3]44入党动机是否端正,关系到党的

纯洁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
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
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奋斗目标和

前进动力。 历史也警示人们,如果共产党人的精

神信仰垮了,就会导致红旗变色、江山易主。[3]181

因此,对于申请入党的大学生来说,树立正确的入

党动机就是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为

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念。 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端正入党动机,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多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地加强

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 教育和培养的责

任不是仅仅在于党务工作者,而是以党务工作者

为主体,由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各种服务人员共

同承担的。 一是要把入党动机教育纳入高校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把入党动机教育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结合起来,使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是要把党校培训

学习和道德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贯穿起来,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
道德建设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性工

作,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和党员模范践行社

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做社会主

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

维护者。 三是要把书本学习与影视、网络、多媒体

宣传结合起来,多渠道灌输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让先进的文化占领大学生的思想阵地,力争达到

让入党积极分子在入党前都能够有正确的动机和

目的,能够很好地把党的利益与个人的发展结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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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科学的发展比例,不断提高党员的发

展质量

积极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把大学生中具备党

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是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培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代新人

的迫切需要,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增强党的阶

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在全社会的

影响力和凝聚力的重大举措。 重视大学生入党,适
当增加大学生入党的比例是必要的,但这个比例绝

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数量

和质量的辩证关系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数量增加必

然会影响到质量,一味追求数量是对党不负责任的

表现。 依笔者之见,把毕业班学生入党比例控制在

1 / 3 左右较为合理。 此外,学生入党比例的确定不

能偏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冶
的方针,不应该与“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冶的原则割

裂开来。 对于目前存在的高中生入大学前突击入党

的情况,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虽不能明令禁止,但
也要严格控制。 从笔者掌握的情况看,入大学前突

击入党的这些高中生党员一部分表现较差,一些学

生党员的表现还不如普通学生,严重影响了党组织

的纯洁性和党员的形象。 在发展学生党员中如何坚

持标准、保证质量,不仅关系到党员队伍的整体素

质,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和形

象。 在此方面,各高校的做法尽管不尽相同,但也都

趋向一致,即坚持又红又专的标准,把时代性与先进

性相结合、学生的业务素质与思想素质相结合,明确

提出“学生党员要以学习为中心,走全面发展之

路冶,在确定发展对象时明确规定“必须坚持党员标

准,看大节,看主流,全面衡量,特别是要看其政治素

质,对入党动机不端正、思想觉悟不高、政治品质不

好的,不能列为发展对象,学习成绩应掌握在班级的

前 50%之内冶 [4]。 党员质量的提高,是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的基础。
(三)加强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作用

新修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大学生党的支部委员会要成

为引领大学生刻苦学习、团结进步、健康成长的班级

核心。冶这既是对大学生党支部的功能定位,也是对

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党支部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

性。 要发挥好大学生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一是要合

理地设置大学生基层组织机构。 有条件的学校,应
坚持“支部建在班上冶的做法,以班级为单位成立党

支部,这样最有利于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没有条

件的可以以年级为单位成立党支部;若一个年级也

达不到成立条件的,可以成立多年级的纵向党支部。
二是要选好基层党组织的骨干。 要把那些想干、能
干、会干的党员选进支部,担任支部的书记、副书记

和其他委员。 可借鉴学生干部竞选上岗的做法,通
过竞争切实选出最适合担任书记及委员职务的骨干

力量。 三是要加强对大学生基层党组织骨干的培

训。 要让骨干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是什么,利用

党校、网上课堂等形式,向担任党组织骨干的大学生

宣传必要的组织常识,要注意借鉴一些基层先进党

组织的经验做法,利用参观学习、报告会、模拟练习

等方式提高培训的效果。 四是要规范大学生基层党

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 要合理地规定组织生活的次

数,依据目前各个高校的做法,一般每月组织一到两

次组织生活较为适宜。 还要为大学生基层党支部制

作配发统一的党员发展工作流程图、党员发展的各

类表格和各类会议记录本,制作发放《大学生党支

部工作手册》或光盘,以便让学生党员干部形象直

观地了解相关工作内容,使组织生活制度和党员发

展工作规范化。 另外,在入党材料的要求上,还要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做

法,要突出个性特征,不看篇幅,看真情实感。 五是

要加强对大学生基层党组织的检查和指导。 可以借

鉴机关管理人员担任学生班主任的做法,扩大班主

任的工作范围,使其兼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发挥老党

员、老书记的带动和指导作用;还可成立各级党建工

作督导组,通过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
予以纠正,避免工作的随意性。

(四)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管理教育,激发学生

党员的内在动力

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

当前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要发挥大学生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是要注重教育,提高学生党

员的党性修养。 要坚持传统的“三会一课冶制度,以
院系二级党校为依托,定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以先

进的理论和文化帮助大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 除

了传统的理论灌输方法之外,还要注意利用网络、音
像资料、报告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影响大学

生党员。 同时,还要把自学作为提高大学生党员党

性修养的必要措施,规定相关的学习内容,检查学习

笔记和心得,以此来提高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 二

是要实行奖惩激励机制,调动学生党员的积极性。
要定期对学生党员进行民主评议,通过对学生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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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量化考核,可以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观念,尤其

是学生党员的责任意识,使学生党员获得坚实的群

众基础。 对于考核合格的学生党员可以奖励,或评

选出优秀党员予以表彰,以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影
响和带动身边的党员;而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党

员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行为恶劣,经再三教育而不

改正者,劝其退党。[5] 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

出的“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冶
的要求,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要通过奖惩激励机

制,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冶和“入
党前拼命干、入党后减一半冶的不良风气。 三是要

加强民主监督管理,提高学生党员的自觉意识。 可

通过佩戴党员标志、实行学生党员宿舍挂牌制度、设
立学生党员监督岗等,提醒学生党员时刻牢记自己

的党员身份,使学生党员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时时

刻刻置于普通群众的监督之中,接受广大学生的监

督;还可以成立监督小组,设立意见箱,多方面接受

广大群众的监督,以维护党员的先进形象,让践行党

的宗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步成为大学生

党员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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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New Situation

TAN Shuzhen

(College of Reserve Officer,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Party building amo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For example,
there exists a great utilitarian color i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謖 motivation to join the Party; the procedure is very complicated; the
impact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謖 work is not obvious; even the communists 謖 exemplary function is not useful, and so on. This
situation has resulted from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motive謖s impurity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joining the Party,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the communists謖 number, the lack of oversight to the communists and the guidance out of place to students謖 Party Branch,
etc. This is supposed to arouse the leaders謖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some aspects like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effectivel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謖 Party work.
Key words: university; university students謖 Party work; student Party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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