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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党员教育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为例 

阮倩倩 吉晓芹
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各党支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党员队伍情况、党员教育管理存在

的问题以及探索党员教育管理的有效方式，提出了科研单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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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是党组织建设日常基础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推动形成全党从严从实抓党员教育管理的良好态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

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2019 年 5 月，党

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把党员教育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问题，对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方式、程序

等作出了规范，为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为例，分析党员教育管理

存在的问题、探索实践网络学习、信息化管理、创新党员活动形式、开展特色活动和宣传展示等方式，研究提出促进科研院所

党员教育管理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1 宿迁农科所党组织及党员队伍现状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宿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是经江苏省编委批准，于 2007年 7月通过原“江苏省农科院宿迁

分院”与原“江苏省泗阳棉花原种场”进行整合成立的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隶属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宿迁市委、市政府双

重领导。现有机关林业党支部、特种水产党支部、设施园艺党支部和农作物党支部，每个党支部按课题组设置党小组，共有党

小组 10 个。全所现有党员 42 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6 人，大学本科学历 6 人，本科以下 10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党员占

比 62%，党员队伍呈现学历高、专业知识水平高的特点，党员基本素质高，学习能力强，同时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科研院所，党

员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很年轻，全所 35岁以下党员 13人，占比 31%,45岁以下党员 29人，占比 69%，党员队伍年轻化这一特点决

定了党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较高，在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网络阵地开展党员教育，

能够更高效和便捷。 

2 党员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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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思想认识不够 

农业科研院所单位性质以从事农业科学研究为主，党员的专业学习经历与业务相关的专业较多，同时党支部的党务骨干成

员大多为科研人员兼职担任，虽然平时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较多，但开展相关研究较少，党务专业知识不够扎实，难以运用

理论学习的成果去分析解决问题，加上部分科研人员“重科研轻党建”的思想认识没有完全扭转，少部分人员存在对党的理论

知识学习不感兴趣，认为党内学习挤占业务工作时间，导致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强，学习走过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及重

大决策部署没有学深悟透，难以运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工作。 

2.2学习形式和内容不够丰富 

当前，互联网高度发达，各种类型的学习平台、学习载体层出不穷，然而，党员教育管理的观念和方式还没有及时跟进时

代发展节奏，依然运用传统的学习方式，学习形式和内容也比较单一，导致学习效果打折扣。比如在理论学习中，有的支部基

本以学习党内政策法规及文件精神传达为主，对科技形势和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学习较少，对大家关心的政策解读和探

讨不够，没有通过学习促进工作，导致党员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于知识分子较多的科研单位，更应该运用各类网络学习平台、

APP等开展学习，充分发挥网络阵地在学习教育中的作用。 

2.3党内制度执行不严格 

在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方面，党支部没有充分发挥“三会一课”在党员教育管理中的作用，少数支部执

行“三会一课”仅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会前准备不充分，会议内容不充实，会议结束不能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以及党课

质量不高；并且有的党小组在联系党支部与党员中作用发挥不明显，在协助党支部做党员思想工作、向党支部反映党员思想动

态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 

2.4党员活动缺乏创新 

当前，党支部开展党员活动还存在形式比较简单、随意的问题，缺乏科研院所鲜明特色和创新，采用较多的单向“灌输式”，

以“互动式”“联合式”的形式开展党员活动较少，导致活动效果不明显；同时，党员活动跟科研工作联系较少，发挥不了党

员的专业优势，久而久之党员积极参与活动的意愿降低。 

3 宿迁农科所党员教育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3.1利用网络优势强化党员理论学习 

宿迁所党员队伍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年纪轻、学历高，青年人员对新媒体的熟悉和掌握速度快，所党委根据这一特点，积

极引导党员运用“学习强国”APP、在线学习平台等开展学习，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党员在学习教育类的新媒体中，对学习强

国的使用率和认可度最高，全所 42名党员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注册率 100%，每日活动率平均为 98%，每日党员活动数平均

为 41人。针对科研人员白天在田间工作时间多和经常不定期的出差，宿迁所通过“宿迁干部学院”线上学习平台开展党员教育

取得较好成效，“宿迁干部学院”针对不同阶段的主题教育开设了线上培训班，为党员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合理的课程设计

体系，每个主题的培训班涵盖学习书目的电子版、理论知识解读、专家讲座、微电影、动画形式的知识点和小故事等，成为基

层党支部开展党员教育的有力帮手。 

3.2借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强化党员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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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所探索使用宿迁市委组织部开发的“党员 e 家”记实管理智慧平台进行党员管理，该平台共分为八个板块，包括党组

织管理、党员管理、组织生活、发展党员、党费管理、支部评星定级、党员评星定级等，涵盖了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

能够有效提升日常工作效率。例如传统的人工收取党费模式已被线上缴纳方式取代，线上缴纳不仅快速便捷，支部管理员和党

员还能够随时查询党费情况，实现公开透明。通过“党员 e 家”平台上的“支部和党员的评星定级”功能，要求党支部通过平

台发布活动通知、党员手机定位签到、活动结束发布情况及图片，上级党组织通过平台检查党支部的“三会一课”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提醒整改，规范党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执行；通过党支部和党员的评星定级，对规范党支部和党员在组织生活、

学习教育、执行制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各方面设定了具体评价标准，结合科研单位的实际情况，注重对科研人员政治品德、

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学术行为、团结协作意识等进行规范，实现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考核奖惩，健全和完善对党支部和党员的

奖惩机制。 

3.3创新党员活动形式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创建“党建+基地”活动形式，以党支部为单位，围绕宿迁市农业“六大百亿级”产业发展需求，每月 20 日党员活动日定

期走进科研与科技服务基地，到田间地头开展科技扶贫等特色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开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提升科技服务能

力”助力脱贫攻坚，组织党员参观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开展“以科技服务为支撑，助推农业现代

化—贯彻落实四化同步绿色跨越”为主题的特色党日活动，组织党员走进水产养殖公司，寻找科研着力点，实现科研与产业对

接，支部活动与业务工作融合，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该活动被选入宿迁市委组织部《先锋宿迁》宣传。创建“党建+讲堂”

活动形式，开展“党员干部上讲台”活动，所领导干部带头，每季度轮流上党课，以典型案例、互动教学等形式进行授课，所

领导以“真学实做把论文写在宿迁大地上”“以科学家精神推动农业科研高质量发展”等为主题，精心准备更加贴近科研的课

程，引起科技人员共鸣，同时起到激励鞭策作用，增强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创建“党建+科技专家”活动形式，科研人员结合日

常科研工作，以“微课堂”的形式分析入党经历或故事，提升党员教育培训质量和水平，着力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 

3.4开展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党员活动 

宿迁所以支部为单位围绕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宿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生态高效农业倍增计划等重大决策部署开展

研究，围绕宿迁市农业“六大百亿级”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研讨，围绕产业发展组建科技服务小组，由植物保护、水产养殖、

生态种养、设施蔬菜、林木果树、稻麦六个方面专家组成，进一步将党员活动与科技服务活动相结合、与扶贫、文明创建工作

相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引领作用，推进党员教育与中心工作的融合。比如以“科技扶贫，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主题，

选派园艺专家前往泗洪县裴南村，针对该村蔬菜生产现状、闲置大棚规划、主干道路侧边绿化提供技术指导与建议，解答农民

提出的生产问题与销售顾虑；支部书记带队积极调研草菇生产基地，为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高温杂菌问题提供技术指导；以“党

建引领科技服务到农园”为主题组织专家前往宿豫区双河石榴园，针对石榴园现有的石榴品种、繁育栽培技术、产量等生产关

键事宜提供技术指导与建议。 

3.5加强对科研领域党员的宣传和风采展示 

2019 年，宿迁所首次以拍摄宣传片的形式创新活动方式，记录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的忙碌身影，生动

展示科研人员奋斗、团结、奉献的精神，同时，以“20 载栉风沐雨为农育棉硕果累累”为题在宿迁市妇联微信平台宣传宿迁所

首位全省“三八红旗手”，充分展示农业科研战线上的先锋模范，在科研人员中营造了树立先进、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良好

氛围。 

4 关于加强科研单位党员教育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宿迁农科所结合单位性质和自身党员队伍特点，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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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成效，对提升党员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效果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调动了党员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4.1领导重视，做好党员队伍思想统一 

领导重视对抓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至关重要，重视程度高，党员教育就抓得紧、抓得实，取得的效果也立竿见影。宿迁

所党委班子高度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并把转变党员思想认识作为加强党员教育的重点，进一步完善各类学习制度和活动方

案，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专题活动，以提高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频率，进一步统一思想，从思想上扭转“重科研轻党建”思

想认识。 

4.2利用信息网络，丰富党员教育形式和内容 

推动党支部和党员的动态化和信息化管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强化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方便快捷、

互动性强的新媒体是党员学习教育的重要渠道，宿迁所积极探索运用“学习强国”APP、宿迁干部学院学习平台不仅打破传统理

论学习的局限性，更能够为党员提供资源丰富的学习内容，同时为党员提供了方便学习的途径，因此，通过移动客户端学习、

在线学习的方式有效提升党员学习的便捷性、丰富性。 

4.3注重创新，创造性地开展特色活动 

科研工作贵在创新，同样，党员活动也要创新，要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提升活动质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宿迁农科所创新的“党建+基地”“党建+讲堂”“党建+科技专家”的活动形式，对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提升党员教

育效果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种活动形式也可供其他基层科研院所实践。 

4.4围绕中心，有效结合实现双赢 

开展党员教育活动要结合科研单位的特色，与科研工作相结合的活动不仅能够发挥科技人员的专业优势，更能够调动党员

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宿迁农科所以党支部书记带头，组织党员开展科技扶贫、文明创建等活动，既能够发挥党支部的引

领作用，又能够实现党员活动与业务工作的有效融合，实现了党员教育活动与中心工作的有效结合，齐头并进。 

4.5加强宣传，凝聚力量 

宣传工作对我们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党员教育管理中，不仅要创新性的开展好活动，还要把宣传引

导贯彻到活动始终，要善于总结党支部的特色做法和党员的先进事迹，进而广泛宣传。党支部可以通过纪录片、党员活动视频、

宣传片、组织策划党员微电影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进而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比如宿迁所结合建国七十周年的主

题，拍摄宣传片，不仅突出了科研工作的特色，展示了科研人员良好形象，更能够凝聚大家的团结、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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