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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学生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制度设计研究 

——以合肥学院先进制造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为例 

朱江 宋超
1
 

(合肥学院,安徽 合肥 231000) 

【摘 要】：目前,高校党组织包含校党委、院分党委(系党总支)、党支部三级。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

建设,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任务迫在眉睫。纵观我国高校,基层党建制度还不够完善。尤其是高校学

生党支部相较于其他基层党组织有其明显特征,支部党员变动较大。在学生党员管理中,往往存在发展学生党员缺少

量化考核标准、发展后部分党员意识逐渐薄弱、学生党员考核缺少标准等问题。由此可能导致学生党支部不能成为

战斗堡垒阵地,部分学生党员发挥不了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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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内涵:一是担负政治任务;二是坚持政治属性;三是彰显政治

特征;四是强化政治功能。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主要体现在:思想教育作用;桥梁纽带作用;先锋模范作用。目前,我

国高校在发展学生党员时可能存在诸如“到了时间就发展”“发展前后不太一样”“党员意识不够”等问题。归根产生这些问

题的原因还在于目前发展考核学生党员的制度不完善。以合肥学院先进制造学院为例,基层党建相关制度仅有:《先进制造工程

学院学生党员发展标准与流程》、《先进制造工程学院年度学生“优秀党员”评选的试行办法》、《进制造工程学院党内统计办法》、

《先进制造工程学院开办党校培训班的工作办法》等四项。笔者查看相关办法时发现,在发展学生党员时,大多以学业和日常表

现为主,对于学生参加党内活动的要求并未涉及。这就容易导致发展学生党员时,辅导员老师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在班级的表现

为参考,将自己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推荐给学生党支部书记作为拟发展对象,而学生党支部书记往往对他们并不熟悉,拟发展的

学生对支部开展的党内活动也并不了解。学生党员本身存在特殊性,每个班级第一批发展时间在大二下学期(每年的 5 月份),发

展的高峰集中在大三一学年。他们的党员身份在学校最长仅有两年时间,大部分学生党员的党员身份在学校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短短的一到两年时间,很难提升他们的党性,提高他们的党员意识,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有限,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受制。因此要改善这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从完善相关基层党建制度着手。 

1 学生党员发展管理制度研究 

1.1发展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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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明确要求,发展党员要“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我们在进行学

生党员发展工作时要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切忌为了发展而发展,拒绝让徒有其名的学生混入党内。在发展前要着重考

察学生的思想表现,行动表现,可以结合学生在支部表现、学业成绩和日常表现作参考。要让学生先从思想上入党,认真学习党内

相关政治理论知识,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用理论知识指导日常实践活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明确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的远大

理想。端正学生的入党动机,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建立思想考察体系: 

在对拟发展对象进行考察时,要着重考察他们的思想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依靠学生写的几篇思想汇报,而要灵活运用多种

方法,结合多种场合进行。例如,询问班级不同宿舍的同学对他的评价;针对这位同学的上课表现询问相关授课老师;下宿舍实际

查看这个学生的宿舍卫生搞得怎么样;在食堂观察这个学生就餐时是否排队,是否有浪费行为;通过辅导员的日常谈话了解这位

同学的思想深度等。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由他的思想来主导,思想不正确,实际行动就肯定不会有好的表现。如果该同学在上课时

出现迟到、睡觉、玩手机等现象那他就不能通过考察。通过这些日常询问和考察都可以从侧面了解到该同学的思想高度,是否成

熟,是否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最低标准。 

(2)制定理论考评制度: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我们党发展事业

的行动指南。在发展学生党员时,一定要将政治理论考核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在支部活动中,要着重将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对积极

分子的日常考察。在发展前可以通过理论考试、知识竞答等方式对拟作为发展对象的同学进行理论考核,检验日常学习效果,将

理论知识学习贯穿全过程。如果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不过关,那么就暂不考虑发展。学生从递交入党申请书起,就已向党组织表

明了心意,应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让政治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并驾齐驱,成为拉动思想行动同进步的两驾马

车。 

(3)建立支部活动量化考核制度: 

党支部要规范党内生活,保质保量召开“三会一课”活动。学生党支部可将积极分子分组编入党小组,高年级党员担当党小

组组长。在支部活动过程中,党小组组长如实记录积极分子参与活动情况,如实考察积极分子思想行动表现,并将考察情况按月向

支部书记汇报。对一些活动不积极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可视情况进行提醒教育,同时将他们的支部活动考察情况作为是否能发

展的重要参考,在积极分子中实行积分制,对他们参与活动的情况进行量化打分,例如参与一次活动加 1 分,出谋划策被采纳加 1

分,参加志愿服务被相关部门认定加 1分等。通过日常积分,可以大致判断积极分子的具体表现,再结合思想评价及理论知识考核,

基本可以确定发展对象。 

1.2考核制度研究 

目前,部分学生党员存在发展前积极靠谱,发展后思想逐步懈怠,发展前后不一样的情况。就合肥学院先进制造工程学院来看,

学生党支部出现少数高年级党员不积极的现象。部分学生从积极分子发展成为预备党员后,预备党员转正成为正式党员后,存在

思想上慢慢下滑,行动上逐步落后的情况,这与他们在毕业季就业考研有一定关系。但是,正是因此,更能考察一个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决心。没有外部环境压力,便不能看清入党的真正动机,是否真正具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考研就业固然重要,但是

党员义务更不可丢弃。因此,在党内建立科学的党员考核制度非常必要,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管理就没有约束。科学有效的

党员考核制度一方面能指导和约束学生党员行为;另一方面能对学生党员起到鞭策和激励作用。 

(1)建立活动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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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年级党员,不能将就业考研作为不参加支部活动的理由,不能因为自己是“老党员”就要组织特殊对待,更不能因为

自己即将毕业,将党员义务抛在脑后。建议支部建立科学的活动考核机制。《党支部工作手册》中指出,“民主评议党员一般每年

进行一次,其目的是通过民主评议党员,表彰先进,清楚腐败分子,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从而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提高党员队伍

的整体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学生党支部因党员变动较频繁且在校时间不长,建议对党员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

对标党章党规合理设置党员考核合格的硬杠杠,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分因子”“减分因子”等,综合考察党员表现。例如预备党

员在支部活动中因个人原因缺席 2 次及以上,延期转正;综测成绩达不到班级前三分之一,延期转正;收到来自教师、同学的不良

反应经过调查核实确认无误的,延期转正。“加分因子”可包含支部活动新闻稿撰写、对积极分子进行帮扶、各项活动积极参加

等;“减分因子”可包含参加支部活动不积极(例如迟到、早退等)、学习心得撰写不认真等。正式党员如果表现不积极,不能达

标,建议在民主评议时如实填写现实表现。通过活动考核促进学生党支部建设,强化学生党员意识,增强学生党员观念,提高学生

党性修养。 

(2)奖惩机制: 

在学生党支部内,支部书记一定要对学生党员的表现加以区分,不能一个模子对待。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党员,在党内要进行

表扬,给予一定物质或精神奖励。对于思想不积极,行动不作为的学生党员,要在党内进行批评,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对

其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如若不改,支部书记要敢于亮剑,将党员表现如实记录到党员档案中,对拒不履行党员义务的学生党员,

可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取消其党员资格。目前,合肥学院先进制造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按照学科专业划分,学生党支部书记目前

都由辅导员担任,但正是因为辅导员长期与学生党员在一起,关系相对较熟,会出现支部书记“心里憋气,手下留情”的情况,想

惩罚却于心不忍。长此以往,学生党员会产生“不积极也无所谓”“支部书记不管事”的思想,甚至可能会出现“破窗效应”。

导致部分学生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学生党支部可能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2 学生党支部活动创新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高校基层党支部活动主要依靠“三会一课”制度,以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为主,以集中开会、交流、传达文件等方式

进行。虽然此种方式能够保证上级精神传达到位,但是方式简单,形式单一,较难调动大家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影响学生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学生党支部活动要丰富多彩、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 

(1)设立实践活动日: 

以实践活动丰富学生党员的见闻认识,进一步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学生党支部可以在每月利用固定时间带学生党员进行实

地参观了解,走访红色基地,采访革命老人,了解革命故事,锤炼党性。 

(2)成立党员工作室: 

在学生社区成立党员工作室,由支部学生党员轮流值日,设置党员示范岗。在工作室内开展日常谈心谈话交流,并由高年级学

生党员对低年级同学提供学业帮助。 

(3)成立志愿服务队: 

成立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在教职工群体、学生群体或校内工作人员群体中开展志愿服务。还可以

联系校外周边社区,对社区内居民进行志愿服务。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学生党员的服务意识,让学生党员在服务他人中增强共

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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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支部活动应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创造性开展支部活动,将专业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学习融为一体,而不拘泥于某一两个

固定形式。通过创新学生党支部活动机制,让学生党员参与到活动中,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党员对专业知识的了解,还能通过活动培

养学生党员的服务意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更能将“为人民服务”理念植根学生党员心中。 

3 结论 

综上,高校学生党支部要加强和完善学生党员发展及考核的一系列制度,通过前期培养、中期鞭策、后期考核等方式,加强对

学生党员的管理,提高学生党员的党性,以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学生党员信仰之基,补足学生党员精神之钙,

把稳学生党员思想之舵,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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