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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是适应时代的需要
,

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和育人使命
。

面对高校基层党组织

在复杂的社会建设环境 中学习上存在的弱化现象
,

积极探索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 学习
,

把学习与 时代主题
、

实际的学生工作
、

教科研结合起来
。

众多机制中
,

重点探析导向机制和保障机制中组织
、

考评和激励机制对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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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思想和理论需要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
。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学习型党组织中应起到引领示

范和开路先锋的作用
,

积极引导社会进步和倡导人

类文明
,

把握时代脉搏
,

在建立一个高校基层学习

型党组织方面作出更积极有效的探索和贡献
。

一
、

建立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
,

提升机体的

活力和育人水平

一 适应时代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

增强 自身的力量

基层党组织是党 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
。

时代不同了
,

党的战斗任务和对党的要求会适

时地发生变化
。

也就说
,

作为基层党组织也具备这

种政治敏感性和 自觉性
。

新时代的高校基层党组

织就是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需要
,

为党的伟大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

人
,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素质的高校基层党组织才能

成为一个新的坚强战斗堡垒
。

具备这样的战斗力
,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有不断学习的品质和精神
,

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
,

内化时代精神和

创新精神
。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层党组织
,

我们党的

教育事业就会充满着活力和希望
。

二 基于育人使命的需要
,

提高育人的水平和能力

培养高校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

值观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培养党的接班人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重要

使命
。

在复杂的世情
、

党情和 国情面前
,

把大学生

培养成
“

什么样的人才
、

怎样培养人才
”

成为高校基

层党组织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

一个国家的

进步
,

刻印着青年人的足迹
,

同样
,

一个民族的未

来
,

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

高校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

自我创新
、

自我提升及 自我实践的水平和能力
,

才

能实现高校人才的培养 目标
,

才能为党
、

国家和中

华民族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

建设者
。 “

百年大计
、

教

育为本
。 ”

高校是大学生真正进人社会前的最后一

道关 口
,

也是锻炼培养大学生成为合格人才最好的

舞台
,

建设一个学习型的高校基层党组织更显得有

现实意义
。

二
、

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存在虚弱化趋势

一 学习动力不足
,

缺乏活力

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总的来看是好的
,

但也普

遍存在思想懈怠和精神懈怠的问题
。

思想懈怠主

要表现为一些同志满足于现状
,

自以为个人有一定

的思想基础
,

对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已经掌握

得差不多了
,

能够应付工作的需要
。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一些同志取得了一些成绩
,

自我产生一种轻飘

飘的和 自我安逸的感觉
,

对待周围的新知识都不屑

一顾或不甚关注
,

自以为 自己有些了不起了
。

思想

懈怠必然产生精神懈怠
,

表现为对待学习积极性不

高
,

学习过程中缺乏耐力
,

遇到学习的困难绕着问

题走或将困难摆在一边
,

听之任之
。

在教学
、

科研

工作中不思进取
,

很长时间不能在教学与科研方面

有新的成果
。

二 学习趋于形式化
,

效果不明显

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形式化
,

典型的表现就是

发动学习轰轰烈烈
,

学习过程程序明确
,

学习效果

却是事与愿违
。

很多时候的学习都是领导高度重

视
、

周密布置
、

严格要求
、

任务明确
,

学习会议时间

安排非常具体
,

可是从基层党员 的学习态度和效果

来看
,

就像毛泽东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中指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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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芦苇
,

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
,

嘴尖皮厚

腹中空
。 ” 「
缺乏正确学习的态度

,

对待学习敷衍了

事
,

不能领会学习 中的精髓
,

使得学习成为为了学

习而学习
,

学习过程机械
、

乏味
,

学习变得形式化
,

得不到理想实际的效果
。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学习

没有和实际相结合
。

毛泽东说过
“

我们学的是马

克思主义
,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
,

他们学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

这就是说
,

他

们违背了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
、

斯大林所谆谆告诫

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 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 ” 「
这种

学习的理论会导致一种教条主义
,

没有什么实际意

义
,

甚至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

三 理论学习缺乏转化实践的自觉

高校基层党组织对理论学习不能转化为实践

成果也是一种典型的现象
。

相对于一些部门党组

织的学习氛围
,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学习气氛还是值

得肯定的
,

但是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
,

经常是

理论为理论服务
,

导致理论变成空洞的说教理论
。

就像毛泽东说的
, “

… …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

的
,

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

概无兴趣
,

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
`

理论
'

研究上
。 ” “

… …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
。 ” 「卿 理论转化为实践成果确需要

一些客观的条件
,

除此之外
,

就是主观因素了
。

基

层党组织一些同志习惯坐在桌前思考问题
,

习惯于

在电脑上
、

白纸上做文章
,

用理论证明理论
。

还有

一种因素就是由于理论要转化为实践要花很多时

间和精力
,

从而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和精力投人到实

践中去
。

再一个因素就是认为 自己的理论是经过

反复论证的
,

有足够的史料加以证明
,

不用怀疑理

论和观点的正确性
,

无需再浪费时间去验证
。

三
、

思想见之于行动
,

学习要为实践服务

学习是为了提高实践能力
,

再好的理论不转化

为实践就失去 了理论价值
。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

它始终与中国革命
、

建设紧密

相连
。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
,

但理论最终要见之于行

动
。

一 学习与时代主题相结合
,

体现时效性

不同时代学习的主题不同
,

时代的理论主题产

生于时代实践的需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随

着实践的深人
,

新的思想
、

理论
、

观点必将会不断产

生
、

丰富和发展
,

某一个发展阶段都要学习与实践

紧密联系的时代主题
。

高校基层党组织具有较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能力
,

要准确把握时代学习主

题
,

让主题的理论学习能够指导工作实际
,

并接受

实践的检验
。

高校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重要的理论

宣传任务
,

不断改造广大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世界

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一个阶段的中心思想代表着

一个阶段的思想引导方向
,

这个思想只有和广大教

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结合起来
,

这个思想才能影响

实践的主体
。

毛泽东在 《实践论 》中说道
“

我们的

实践证明 感觉到了的东西
,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

感觉只能

解决现象问题
,

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

这些问题的

解决
,

一点也不能离不开实践
。 ” 「
通过时代思想主

题的学习和实践
,

在实践中证实和检验思想主题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进而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

识
。

二 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

体现实效性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集中学习与实际工作于一

体的思想理论教育部门
,

要不断探索把学习贯穿到

大学生的思想理论教育和教科研究之中
,

在学习中

工作
,

在工作中学习
。

学习与学生工作结合起来
,

体现针对性
。

高

校基层党组织不断学习是要提高思想理论教育工

作的水平
。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

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
,

能

否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是衡量基层党组织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标准
。

基层党组织不仅要提高 自身

的思想理论水平
,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认

识水平
,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

的建设人才
。

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主要是做人

的思想教育工作
,

这个工作对象除掉本身之外
,

就

是学生这个主体了
。

学习的理论思想要转变成做

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

这样的学习才有的放矢
。

毛

泽东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中指出文艺

工作的对象问题
, “

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
,

是

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

根据地也有学生
,

但这些

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
,

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
,

就是未来的干部
。 ” 「
今天

,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

把学习与学生工作结合起来是很有

意义的
。

学习与教科研相结合
,

体现深刻性
。

教科研

工作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科

研的水平高低也决定着所在组织的学习水平和效

果如何
。

教科研工作既能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学习

效果
,

又能为基层党组织提高学习水平服务
。

毛泽

东说过
“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

有通过实践而证实

实践和发展真理
。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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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
,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

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

识
,

这种形式
,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

而实践和认识之

每一循环的内容
,

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
。 ” 「

基层党组织指导教科研人员进行教科研工作就是

把学习
、

工作实践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提升为理性知

识
,

从而进一步指导基层党组织工作
。

四
、

着力建立有效学习机制
,

保持学 习动力的

持续性

一 建立学习导向机制
,

明确学习方向

高校基层党组织本身具有 自觉求知的欲望和

自身优势
,

但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与时俱进

的品质
,

这就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

关键是

建设
。

一是要明确学习方向
。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要

以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

道路 自信和制度自信
。

二是要

有对象有重点地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
。

不同专业
、

不同层次的党员应区别对待学习的要求和任务
。

在这方面毛泽东
、

邓小平都说过
, “

如果要求大家读

全部马列选集
,

也不现实
,

可 以挑选一些
,

不然书那

么多
,

读起来也是困难
” , 「狮 ` “

学马列要精
,

要管用

的
。

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
,

群众怎么

读 要求都读大本子
,

那是形式主义的
,

办不到
。 ” 日

哪 江泽民同志也强调
“

怎么学
,

要从自己的实际出

发
,

有的略知一二就可以了
,

有的则要学而不厌
,

精

益求精
。 ” 「饰 `

这种有层次
、

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的学

习对象
,

会使学习效果更明显
,

更能发挥不同专业

的学习优势
。

二 建立学习保障机制
,

提高学习的约束力

组织机制是保证
。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工

作最终落脚点
,

担负着学习
、

工作于一体的重要任

务
。

建设真正意义上 的学习型基层党组织要高度

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句

话说得好
,

火车跑得快
,

全靠车头带
。

基层党组织

应该是一个能学习
、

能干事业的集体
,

思想上先进

能够容易形成一个团结有生命力的集体
。

为此
,

要

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
,

要建立一个肯

学
、

善学的集体
,

形成一个有学习氛围的组织
。

有

了这样一个学习的党组织
,

就会带动整个组织集体

去不断学习
。

在革命战争时期
,

毛泽东曾指出
“

同

志们不仅看书就算了
,

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
。

全国

各级党部
,

边区各级政府
,

各个民众团体
,

各类学

校
,

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
,

建立这样的制度
,

来领导

并进行学习
。

… …这样的学习制度
,

中央要在全国

推广
,

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
,

就要把它推动起来
,

造

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 ” 「吻 ` 。

邓小平也强调
“

要把学习

搞好
,

认真建立学习制度
。

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 ”

`

有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高校基层党组织
,

整体

的学习活动就会得到正常有序地开展
。

考评机制是关键
。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

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
,

要保持学习活动的持续性和

稳定性
,

定期进行考核评价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

这

就要重视学习考核评价机制
。

通过考核评价
,

才能

评价学习效果
,

才能评估学习 目标实现的程度
,

也

是奖优罚劣
、

奖勤罚懒的有力依据
。

激励机制是重心
。

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

高校基层党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
。

人都有物质和

精神方面的基本需求
,

站在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在劳

动中取得的比较突出的成绩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同

和激励
,

适当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能进一步调动党员

学习的热情
,

也能够刺激周围的党员同志投人到学

习的氛围中来
。

激励机制主要是物质和精神两个

方面
,

既是对学习投人的肯定
,

也是对学习付出的

赞扬
。

这种激励机制要注意典型性和广泛性的结

合
。

因为物质和精神奖励只能给予确实在学习中

付出劳动而且富有突出成果的党员
,

这样才能起到

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效果
。

同时
,

这种激励机制要

使更多的党员看到
,

通过实际学习都能够取得成

果
,

也就是有跳起来能摘到桃子的感觉
。

这样
,

在

学习中就会激发更多党员的学习潜能
,

达到党员广

泛学习的 目的
。

毛泽东就主张学习的广泛性参与
,

在抗战时期
,

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

来一个全

党的学习竞赛
,

看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
,

看谁学的

更多一点
,

更好一点
。 ” 「狮 高校基层党员学习机制

还要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

不同专业的学习特点有

相 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

相同的地方是都要获得晋

升
、

晋级的需求
,

不同的地方是理论专业和应用专

业研究的方向和特点有很大不同
。

那么
,

在制定激

励机制过程中要分类
、

分层次设置激励目标
。

这样

的激励机制才会有效果
,

心理学认为
,

需要引起动

机
,

动机引起行为
,

行为指向目标
,

激励过程就是指

由需要激发动机
,

再由行动达成 目标的循环过程
,

良性激励的机制一定要遵从被激励者的需求而设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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