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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好 学 生 党 建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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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新的
“

学分制
”
体系下

,

学生 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 出现 了新的情况
、

新的课题
,

抓好学生的党建 仁作是一个 良好的突破 口
,

也是学生思想工作 的
“

指南针
” 。

入党启蒙教育要抓早

抓好
,

激发其强烈的入党意识
,

强化服务和奉献的观念
,

端正其入党动机
。

要创造各种条件培养 入

党积极分子
,

加强对他们的督促和考察工作
。

要加重
“

思想进步
”
在成才教育中的份量

,

着实提高培

养工作的政策含金量
。

要增强学生党员的
“

党员意识
” ,

关键时刻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

加强党内外

民主监督
,

促使党员从
“
他律

”

走向
“

自律
” 。

关键词 学生
,

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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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

学分制
”
在我校九四级新生中推行

,

原来以专业分类为基础的班级
,

被相对集中的几

个寝室组成的团支部所替代
,

九五级新生中虽然也设置了班主任加强管理
,

但从整体上来看
,

团支部 (班级 ) 中的学生上课仍然是不在统一时间和固定教 室
,

一人一课表的现状给学生管理

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

尤其是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
,

因学生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
,

更是难上加难
。

面对这些在
“

学分制
”

体制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新特点
、

新课题
,

如何寻找一个突破口
,

是打开工作局面的关键
。

在食品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一年以来
,

我觉得抓好学生党建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也是

一个良好的突破 口
。

党建抓好 了
,

就可以在学生中树立思想进步
,

热爱学习的 良好风 尚
,

促进其

身心的健康发展
,

就可以推动学生团建工作
,

促进团支部建设的规范化
、

制度化
,

使学生团建工

作真正地活跃起来
。

党建工作好 比是学生思想工作的灵魂
,

起到了
“

指南针
”

的作用
。

1 启蒙教育
,

要趁热打铁抓得早

新生入党启蒙教育
,

是尖校党建工作的传统
,

在配合组织部
、

团委做好这一工作的同时
,

我

们还 借十四届四中全会的东风
,

以党内强调基层组织建设来促进启蒙教育
。

在新生中
,

我们理

直气壮地提倡思想进步
,

把这
一

点归结到对跨世纪 人才的要求上去
,

抓住每一个机会反复宣

1 9 9 5一 1 0一 2 5收到
。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4卷

传
。

譬如
,

在新生年级大会上
,

通过社会主义从理 论到 实践的发展历程
、

个人奋斗与集体作用
、

大学生成才与争取入党等几个方面的阐述
,

来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

以及

集体 (组织 ) 的帮助
、

教育在个人奋斗中的作用
,

以及对成才 的巨大影响
,

从而来激发他们争取

入党的意识
。

同时
,

还对写了入党申请书的同学给予充分的肯定
,

并且注意消除其他同学的顾

虑
,

积极 引导
,

鼓励其他学生跨出争取入党的第一步
,

适时做好如何写好入党申请书的辅导工

作
。

我们还通过学生党员现身说法
,

以他们争取入党的经历和在党 内受教育
、

不断进步的生动

事例来树立榜样
。

几次反复
,

新生中就打下 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

他们明确了学校倡导什么
,

这对

思想可塑性很强 的新生来说
,

至关重要
。

新生入校后
,

思想可塑性很大
, “

倡导什么
”

的工作要抓得早
,

如果不能先入为主
,

那么我们

将很难在以后影响和把握学生思想变化发展的进程
。

而且要趁热打铁
,

及时鼓励帮助他们跨出

第一步
。

否则
,

时过境迁
,

学生最多只会停留在
“
想想而已

”

的 阶段
。

2 思想教育和实际措施相结合
,

端正其入党动机

有个别高年级的学生向新生宣传
“

大学入党如中学入团
,

早打报告早受约束
。

只要成绩好
,

党员毕业送
。 ”

等不良思想
,

我们按照
“

坚持标准
、

保证质量
、

改善结构
、

慎重发展
”

的方针
,

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作
:

一则 明确坚决不在毕业班突击发展
,

相反要更慎重
,

同时积极做好一
、

二年

级的发展工作
; 二则让高年级党员到新生中做个别的启发工作

,

这种非正式的谈话
、

聊天
,

有时

候能起到开大会式的宣传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

能和个别的不良思想针锋相对
;
三则尽快做好建

立和加强党章学 习小组的工作
。

在开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

我们就有 19 位新生陆续递交 了入

党申请书
,

占新生总数的 12 %
。

这样
,

新生中的党建工作就有了良好的开端
。

我们从六个方面提

出要求
,

即
:

认真写好入党 申请书
,

跨出入党第一步
; 不断加强理论修养

,

提高思想觉悟
; 增强

组织观念
,

主动
、

坦诚地向组织汇报思想
,

接受教育和监督
; 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

积极完

成组织交给的工作
;
立足奉献

,

从小事做起
,

从身边做起
,

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
; 加强党性锻炼

,

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等
,

以此来考察和端正其入党动机
。

我们还着重强调
“
入党不是捞取政治

实惠
,

而是立足奉献
,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
” 、 “

首先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入党
,

然后才是组织

上入党
” 、 “

只是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就能加入党组织
”

等观念
,

起到了良好的
“

修正
”

效果
。

3 加强引导
,

创造条件培养积极分子

对于写入党申请的学生
,

要在各方面为他们创造 条件
,

促使其在思想上较快地成熟起来
,

要给他们机会施展才华
,

在社会工作中锻炼能力
,

在不断进取中树立威信
。

当他们受到挫折
、

遭

遇失败的时候
,

对处于转折期的他们尤其要 盯得紧
,

不能让他们从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中掉队
,

并且要极力引导他们朝着既定的目标一争取早 日入党而不懈地努力
。

在 94 年下半年
,

安排了 19 名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和 6名高年级培养对象
,

参加我校第十四期

业余党校
,

学习理论知识
,

并吸收他们参加支部活动
,

如游 览内环线
、

参加循着党的足迹—“

南湖行
”
活动

、

参观旗忠村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

以及祭扫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等活动
,

还分

批列席支部大会
,

以增强他们对支部的归属感
。

在 日常的学生思想管理工作中
,

也紧紧依靠这

支队伍
。

如在新生合唱赛
、

拔河赛等重大活动中
,

督促他们在各支部做好表率
,

支部也在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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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考察
。

我们还为每一位入党积极分子配了一名入党联 系人
,

随时关心
、

帮助和引导他们
。

支部

内还定期地汇总情况
,

指导联系人开展工作
。

如果说团干部是工作的主渠道
,

是火车头
,

那么
,

入党积极分子就是工作的推动力
,

是 内燃机
。

在写了入党申请书的同学中
,

总有个别的在遭受挫折时
,

经不起考验
,

渐渐放松了对自己

的要求
。

我们多次在入党积极分子中强调
:

从你申请入党的那天起
,

党组织就会关心
、

帮助和教

育你
。

那么这种党的关怀
,

在他们受挫折时显得更重要
。

既严格要求
,

又热情关心
,

紧盯不放才

能让他们迎头赶上
。

4 重点培养
,

提高培养的含金量

既然
“
思想进步

”

是作为对跨世纪人才的要求提出的
,

那么
,

也就应该加重它在成才培养中

的份量
,

为思想进步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成才机会
,

提倡对他们重点培养
,

优先发展
,

既增强对外

的吸引力
,

又增强对内的凝聚力
,

以此给于他们实实在在的关怀
,

这也是和以前对入党积极分

子培养工作中忽略业务提携的做法
,

相比较而进了一步
。

因为入党积极分子首先是学生
,

成才

是其第一需要
,

而党支部应在
“

把学生的无序的思想状态归到有序的
`

成才
’
上来

’ ,①
的问题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

那么
,

这种实实在在的关怀就体现 了培养工作的较高含金量
,

也就是让其他

学生 明白
:

提出入党申请
,

思想要求进步
,

对他们整个成才过程有怎样的作用
。

这就是一种导

向
,

至少是对
“
只要成绩好

,

其他无所谓
”

的想法是一个冲击
,

促使他们去全面地思考如何更好

地走人生的道路
。

唯有如此
,

入党积极分子这支队伍才能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

对他们本身来说
,

也会因倍受关怀而更加 自豪
、

自珍
、

自强
,

在学生中较快地脱颖而出
。

5 地强党员意识
,

关键时刻见行动

学生党员在要求他们发挥作用时
,

他才会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政治身份
,

也只有当他感到 自

身责任时
,

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

如果党员只是在党内受点教育
,

平时独善其身
,

起点微弱的榜样

作用
,

那么久而久之
,

党员的责任感
、

表率作用就会弱化
,

更不 用说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
。

所谓
“

养兵千 日
,

用兵一时
” ,

而在关键时刻不用
,

又不培养一点
“

我是党员
,

我要管
”

的勇气
,

那么在

突发事件中
,

党员也会手足无措
,

心发虚
,

腿发软
,

缩在一边不起作用的
,

这
“

就是放弃了共产党

员的战斗责任
,

就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 ’ ,②所以

,

必须在实践中加以防止
。

譬如
:

在 94 年 10 月 16 日
,

学生观看亚运会足球赛转播时
,

为了劝阻个别学生可能因情绪激

动而行为出格
,

落实稳定工作
,

我们要求全院党员准时到位
,

协助院党总支开展工作
。

在第三宿

舍的每一层都安排一名党员
,

楼外南
、

北
、

西面各安排一名
,

在比赛一结束就巡视
,

对扔瓶子
、

起

哄的学生进行劝 阻
,

制止事态扩大
,

起到 良好效果
。

这种做法不是把学生党员和他们的同学对

立起来
,

而是要他们明确责任
,

表明其鲜明的立场和较高的觉悟
,

引导大家做文明守纪的大学

生
。

又如
:

在毕业生离校教育工作中
,

我们学院率先要求学 生党员留守到最后
,

做好欢送和劝

导工作
。

在最后一个 多星期中
,

由于工作得力
,

我院没有发生一起破坏公物
、

打架等违纪事件
。

① 《教卫党建 》 , 1 9 9 5年 10 月
,

第2期
,

第18 页
。

② 《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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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
,

也是考验一个支部战斗力的好时机
,

要鼓励他们面对面地同不 良现象作斗争
,

学会用

温和的方式解决突发矛盾
,

并在工作中既讲原则又通人情
,

从而树立威信
。

6 搞好民主监督
,

联系群众求团结

我们在学生党员中不断强化两个意识
:

一个是接受党内的监督
,

通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
另一个是自觉接受同学的民主监督

。

有的学生入党以后
,

渐渐地听不进批评
,

其

行为游离群众
,

高高挂起
,

对上不对下地谈贡任
, “

只要不犯错误
,

就能按期转正
”

的思想有一定

市场
。

所以有的只管学 习
,

少做工作
,

远不如原来主动积极
,

这种现象就必须加强对党 员的民主

监督和鞭策
,

每年一次的民主评议和不定期地召开学生座谈会
,

是传统的方法
。

我们还准备设

置党员的监督信箱
,

用不见面的方法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党内外监督
,

也可以向党员所在班级

的同学不记名地征求意见
,

给党员打分
,

并将其反馈给党员本人
,

帮助他正确评价 自己
,

看到不

足
,

增强群众意识
。

这种党内外两种评价体系相结 合
.

会形成对党员教育过程中的
“

他律
” ,

促使

其更好地走向
“

自律
” 。

在党的十四届四 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

要求我们
“

必须用

改革的精神
,

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问题
,

运用 已有的成功经验并进行革新和创造
,

改进基层党组

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 … …
’

州
,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

也是我们做好学生工作的关键
。

③ 《关 J
几

加强党的建 设的 儿 个吹大 问题的决 定 》
,

《 劳功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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