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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作出了战略部署，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明确

了方向和路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省民族地区高校地处三州，由于历史、文化

以及受地域因素制约等原因，三州与内地相比相对

落后，发展缓慢，我省民族地区高校在自身发展方

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加有力

地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积极组建一支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强的党员骨干

队伍，将有利于积极促进民族地区高校的改革、发

展与稳定。因此，站在这个战略高度去认识做好民

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目前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现状、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把握和客观分析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的状况，发展壮大党员的后备队伍，既有利于把大

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及早

地吸收到党内来，改变临毕业才突击发展的做法，

又能够使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就能够接受党内生活

的锻炼，学会做党的工作，毕业后到工作岗位能够

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一）据调查了解，大多数同学认为目前党员发

展的数量并不多，而认为数量过少的人数比例已达

到了 50%以上，认为合适的仅是少数。大多数学生

非常向往加入党组织，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要

求。而不向往加入党组织的大学生仅占少数。有

部分学生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

书。客观情况是：这些学生在政治上积极向上，他

们过去大都是中学里的骨干，比如：担任班团干部、

“三好学生”等，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占了很大比

例。如果学生党支部注重对他们的培养和关心，继

续加强教育，这不仅仅有利于支部自身建设，有利

于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更有利于整个学校党建工

作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部分大学生党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

有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应该按照《党

章》规定，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体现一名党员应有

的先进性，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信

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实际行动

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大学生党员是由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所组

成。如何体现自己的先进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是当今的大学生党员应常思常想并努力

践行的问题。一个党员一盏灯，一个党员一面旗。

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优秀代表，是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如果党员的先进性发挥得好、

保持得好，那么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就强，

这不仅有利于支部自身建设、发展、更有利于促进

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维护团

结、稳定的作用。

（三）部分大学生党员有放松自己，不严格要求

自己的表现。这部分党员将自己混同于一般同学，

在实际的生活、学习、工作中没有起好骨干带头作

用。结果给同学留下了不好印象，损坏了党的形

象，降低了党的威信。

究其原因，客观方面可能是学生支部对党员同

学的再教育工作不力、不深入，不细致、不到位，与

没有经常化有关。主观方面是党员同学自身放松

了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加入党组织，就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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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没有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显然，这部分同学的入党动机有待进一步端

正。

综合以上情况表明：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党员

队伍的发展、壮大，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组织发展的

具体要求，学生支部对发展工作的重视程度等），大

学生党员没有充分地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有主客

观方面的原因。在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地区高校，

要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建工作，发挥好核心主导作

用，重视加强低年级大学生党建工作，明确“早教

育、早选苗、早培养”的方针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这是搞好民族地区高校党建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 对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思
考

（一）将民族地区高校办学功能与大学生党建

工作有机结合，确保整体作用的发挥 高等学校肩

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任。民族地区高校既承担着传播先进科学

文化知识，传承现代文明的使命，又承担着为民族

地区培养各类合格建设人才，传承民族文化的特殊

使命。因此，有比较确定的服务地区和服务对象。

民族地区高校自成立以来，为民族地区输送了大批

合格的毕业生，他们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经

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意义上讲，民族

地区高校不仅为少数民族培养了人才，促进了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而且为国家统一，民族地区的安定

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学生党支部是高校的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学

生的纽带和桥梁，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

要战斗堡垒。而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支部更应为保

证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发挥应有的重

要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要从政治的高度和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现实状况来认识民族

地区高校作用的发挥和地位的稳定。围绕这一中心

开展好各项工作，发挥好纽带、桥梁作用。尤其要注

意培养、增强少数民族同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因为他们是未来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

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坚强骨干，同时又能更好地体现

了贯彻、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主张。

（二）从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实际出发，进一步增

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针对性，突出实效性 民族地

区高校自身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办学层次上与内地

高校存在着差异，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差异又是

民族地区办学的特色和优势。从生源进口的角度

讲，学生整体素质低于内地高校和发达地区高校，

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从学生民族成份角度看，民

族地区高校的办学优势是：民族学生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多民族汇聚，大融合。意味着多种文化相对

集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如何从学生实际出发，

利用好这种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党建工

作，这是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支部在新形势下面临

的又一挑战。从中学校门到大学校门，许多大学生

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政治热情高，思想可塑

性大，这时如果不用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马

列主义理论来武装它，其它不健康的思想就很容易

钻空子。对民族学生而言，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不

同程度地左右着他们的思想，使其在信仰共产主义

和宗教观之间徘徊，因此，很有必要对他们有针对

性地加强教育，进行正面引导，帮助他们澄清思想

认识，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有着独特的优

势和良好的基础。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处

边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教育水平

较差，民族学生从入小学就依靠党的政策照顾，进

而考上大学。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

程度的提高，生活状况得到了实际改善，少数民族

学生亲眼目睹了家乡的发展变化。受传统的感恩

教育，他们对党有着深厚的情感，从而激发了他们

报效党和人民的感恩之情，要求入党。这应成为学

生支部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的良好基础。学生党

支部应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从低年级抓起，有针

对性地开展好对大学生的培养教育，突出实效性，

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远大理想。

当然，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也存在一

些与普通高校类似的不利因素。因此，学生党建工

作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学生党支部应开展以学

习《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党的少

数民族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确

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

做到内容、目标明确。可以在学生中成立马列主义

理论学习小组、党章学习小组等，注意将抽象的理

论学习与实际现实教育相结合，使理论学习形象

化、具体化。应根据大学生崇尚现实、讲究实际的

特点，采取读书会、报告会、演讲会等大学生喜闻乐

见的形式，寓教于乐，使理论学习更加生动、有效。

“教育重在始”应成为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者的共

识，应抓住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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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展的机会，在广大新生中开展以党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入学教育，可以通过举办

党的知识讲座、形势政策教育，让学生在参与活动

中受到启发、接受教育，以加强其政治意识，加深对

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从而激发大学生要求加入党组

织的愿望，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和奋斗目标。 从而端正入党动机，正确的入党动机

是保证大学生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入党的关键。

（三）“育人先育德”，将民族地区高校德育工作

与大学生党建工作紧密联系，融为一体。德育工作

是党建工作的基础，是党建工作的落脚点。而民族

地区高校德育工作与党建工作一样，都肩负着为民

族地区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人才的使命。如

何将两项工作有机地结合、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新

时期民族地区高校党建工作和德育工作面临的重

大任务，应贯穿对大学生培养教育的全过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校德育教育的具体

体现，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

阵地。如何更好地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三进”工作，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

一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

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核心。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有

机地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开拓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视野，丰富教学资源，而且，有利于大学生从

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

进取的时代精神，从而，真正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

作的始终，成为主流。

（四）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制度，保证大学生

党员质量 规范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机制良好，是

进一步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的保障。

这有利于保证大学生党员质量，促进校园精神文明

建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

首先，学生党支部要把扩大入党积极分子队

伍，特别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作

为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来抓。制定具体的工作

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负责落实。注重培养对象的理

论学习和提高，除通过参加学校党校的培训、学习

外，经常性的学习十分必要。

其次，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实现规范化管

理。抓好制度建设，是党员质量的根本保证。据调

查：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制度比较完

善，但在运行方面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使工

作更加细致深入。诸如：团内推优制度、党员联系

积极分子制度、谈话制度、学习制度、汇报制度等都

是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只有

这些制度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民族地区高校发展

大学生党员工作质量才有保证。因此，在实际工作

中应避免走过场、摆形式，不细致、不到位的情况，

以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

再次，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对积极分子开展培

养教育工作，进一步抓好对党员同学的再教育。

据调查，在已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大学生中，入

党动机各不相同，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对自己的要

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心

理状况都存在着差别。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层

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养教育工作，这是做好民族

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对已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一般以教育、鼓励、关心、支持

为主，充分肯定其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

积极性和热情；对于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大学生，

则应以全方位的教育培养、考察为主；对于已列为

入党发展对象的大学生，则应提出更高的要求，重

点考察把关，要在教育中考察，在考察中教育，严格

把好组织发展的重要关口。 对于大学生正式党员，

学生党支部要进行严格的管理。通过制定并落实

党员汇报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以提醒和督促

他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时有

意识、有目的地给他们安排任务，让其在实践中接

受锻炼和考验，既增强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又能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总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具体的

系统工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高

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

新时期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着新的挑

战。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积极

探索，不断创新，努力寻找出适合自身建设发展的

新路子、新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使民族

地区高校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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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XU Jing，MENG Lin，HU Xia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has made a strategic plan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new and great projec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t has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clear direction and ro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or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but also rais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more effectively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o better the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m, this paper has made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its main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elaborated the new
thought of carrying out the work and poin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task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Minority Area；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College Students；Party’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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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higher
educagion. So the universities have to deepen further reform,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qua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eachers are the first factor to consider.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China's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are direc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qua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China's evaluation system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give some effective reform
measur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ers；Shortcomings；Reform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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