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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共建”增强高校党建实效

满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校党建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积极推进队伍共管、活动共促、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等方面“融合共建”，提高党建对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

力。

构建融合党建“组织大平台”，提升党建与事业统合力

高校要将融合理念根植于学校发展基因，构建党建与事业发展统筹推进机制，系统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把党建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构筑党性锤炼平台。精准思想引领，理论学习争先。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建立“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及

时学习，精准学习。精准组织师生、党群联系争先。深入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定期召开科研团队和教学座谈会，邀请学生

和相关专业教师参与，搭建互动交流、比学赶超平台。精准示范引领，达标创优争先。党支部开展“老带新、传帮带”活动，

专业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帮助学生在教学、科研上成长，分享学术前沿、创新思想，推动教学、科研和实践等工作互助共进。构

筑干事创业平台。推动政治理论学习党委中心组、二级中心组、教职工、学生“四级联动”。依托机关党委“组团式”党建模

式，通过建立组团党支部之间党建理论联学共享、队伍联动共育、实事联办共抓、组织联建，推动党支部在教学科研、服务地

方、学校治理、综合改革中发挥作用。构建联动工作机制。开展党员联系非党员活动，形成“党支部—党小组—党员—非党员”

四级联动机制，汇聚群体力量，推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构筑担当激励平台。亮身份，创优政治品质。党支部设立党

员先锋岗，在教学、科研和服务地方工作中自觉亮身份、当先锋。亮标准，创优职业素养。党员主动参与学校工作。亮承诺，

创优工作业绩。党支部实行“职责目标化，目标任务化，任务清单化”机制，形成“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

干坏不一样”机制，激励创优争先。

打造融合党建“奋斗共同体”，增强协同育人聚合力

用融合的方法打破条块分割，汇聚先锋力量，完善组织师生、宣传师生、凝聚师生、服务师生机制，将党建贯穿于立德树

人的全过程，实现抓党建与抓发展相统一、相促进。融入学生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构建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三全育人”师生成长

共同体。将科研党支部建在团队上、教工党支部建在教学系上、研究生党支部建在学位点上、本科生党支部建在专业上，贯通

学科纽带、传承红色基因，形成“教工—研究生—本科生”三级党支部联络体系，通过“党建+思政”增信崇德促力行、“党建

+成长”博导教授做榜样、“党建+科创”创新引领齐进步、“党建+实践”初心使命见行动、“党建+帮扶”师生相伴共成长。

通过党建与特色工作融合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融入教师教学科研。实施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培育工程，选优配强教

师党支部书记队伍，通过开展“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项目”党员树标杆活动，组织动员广大党员教师立足本职工作，在

学校教学科研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展示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以及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

各二级党组织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科优势，将党建与创新创业、文化传承、美育涵养等深度融合，形成“党建+创新”“党建+文

化”“党建+美育”等党建品牌。将教师党支部建在学科上、建在“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上。推动课程思政、专业思

政、教师思政一体化建设，挖掘思政元素、优化课程内容供给，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教学科研的各个环节。融入师生急难愁盼。

发挥党建凝聚师生、服务师生的作用，从加强学校整体水平出发，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破解由于类型多样、需求复杂带来的

发展难题。聚焦重点任务、重点群体、重点领域、重点区域、薄弱环节，打开各部门、院系间数据共享通道，织密“一张网”，

形成工作“闭环”，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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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融合党建“合作大团队”，提升党建与地方嵌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

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要以校企地“党建共同体”为纽带，用融合的方式创新党

建工作，推动党组织从相互独立走向相融共生。让高校学生的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党建联建，共筑组织堡垒。深化高校、企业、地方三方资源的协同互补，实现“培养要素融合、培养渠道融通、育人资源融汇”。

开展组织联学。建立组织结对制度，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探索成立“校企”“校地”功能型党支部。坚持党建联建。校企地共

享党建资源，建立互帮、互学、互助长效机制。学校院系、学科等基层党组织与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开展联学联建，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党群活动，不断增强组织凝聚力，激发党员内驱力。探索品牌联育。突出示范引领，共建

过程中突出党组织统筹协调、党员带头示范，把党组织、党员的作用发挥贯穿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开展“百

个支部进百企”“研究生博士党员进企业、技术服务零距离”等活动，为企业破解难题。开展理论宣讲、社会调研等活动，了

解国情省情，增长本领才干。打造校内外党支部合作互通、师生党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党建共同体”。合作联育，共

培人才队伍。拓宽高校与政府、企业的合作渠道，形成高校与地方人才共育“强磁场”。拓展渠道建平台。学校与地方开展战

略合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区域经济创新发展服务，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创新机制重育人。坚持社会实践育人，

探索“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交叉锻炼强队伍。与地方开展人才联育，建立“菜

单化”学习教育模式，成立大学生教学实践基地、职场体验基地，定期互派代表、企业技术骨干和优秀年轻干部，每年输送学

生到企事业单位进行定向培训、顶岗锻炼。做好党建与业务“复合型”“双强型”干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切实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项目联培，共破科技难题。整合校企地优势资源，开展党建联建、人才联育、项目联建，构建

校企地“党建+科研+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探索供需“无缝衔接”机制。通过建立地方、企业重点

技术需求清单和高校重点学科专业、人才团队供给清单，打通校企地信息孤岛。让师生党员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提

升责任感和使命感。探索要素“优化配置”机制。整合学校学科力量集中对接特色行业，构建“学校布点、院系建点、团队蹲

点”三级联动机制，探索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探索项目“联合揭榜”机制。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社会需求，通过

校企地三方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服务联合体”进行合作揭榜，共同助力学校企业地方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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