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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合理设置学生党支部，是保障学生党建工作的前提。通过对比以往学院支部设置模式存在不足的实际
情况，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按专业设置学生支部，将支部与专业学科对接，以提升党员专业水平促进全院学风的科

学支部构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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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设置学生党支部是保障学生党建工作的前提。

引导本科生党支部科学、合理的设置，将学生党建工作与学风建设结合起来，以党建促学风，对于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原有设置模式之不足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原有设置模式为按年级班级设置党支部，即每个年级１个大党支部，共设

置４个年级党支部，４个年级的党务工作分奇、偶数年级由两位辅导员指导管理，在大党支部下根据人
数逐增再以班级细分。这种按年级班级设置党支部的模式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支部规模大、发展不均

衡，不利于党员的发展和教育管理。２０１１年，笔者负责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７级、２００９级的党务工作，２００７
级党员（预备党员）人数为１０７人，２００９级才２４人，２个年级共１３１人，下分７个小支部管理，一个年级
大支部至少管辖着１０个班级，支部联系学生数动辄一两百人，成为典型的大支部模式［１］。由于支部人

数多，不同专业的党员之间接触少、相互了解不深，组织生活会上党员交流甚少，民主评议流于形式，批

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为空谈，发展党员成为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也造成了支部活动开展困难重重。

人数偏多的大支部模式也使得党员的发展、教育管理难度颇大，效果不理想［２］。此外，一、四年级发展

任务较轻，而二、三年级的发展任务重，发展任务的不平衡导致了低年级党员人数少，而高年级的党员人

数又偏多，这样在低年级按年级设置党支部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一年级支部正式党员极少，往往无法

组建支部，在操作过程中往往是把这少数的几个人凑排在人数相对较少的高年级支部，高年级支部对新

生党员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这样也就导致低年级党员尤其一年级党员没有归属感，党员意识薄弱，甚至

出现只有参加支部大会时才知道自己所属支部的情况，从而大大削减了低年级党员创先争优的先锋作

用，无法引领班级优秀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利于党员的发展。二是党支部稳定性弱，不利于支部

工作的延续和传承。按年级班级建立党支部，虽然也有其优点，但它不具有稳定性。根据一年发展两次

党员人数的变化情况，支部的设置情况及支委也随之调整，难以继承和发扬好的做法和传统，许多支委

由高年级的党员担任，当支部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却往往因为学生毕业而自然解散，流动性较大，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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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支部优良传统难以延续和传承［３］。此外，往往还出现因为毕业生党员的毕

业，低年级正式党员不足３人无法组建支部的情况。三是支部建设与学习内容相脱节，不利于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的发挥。支部建立在多个专业之上，不同专业的党员，一起开展组织活动，难以找到共同的兴

趣点和共鸣点，确定专业性较强的主题比较困难，这势必影响深入的专业性学习交流，不利于学风建设

的促成，组织生活的内涵和效果也大打折扣，战斗堡垒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四是与思想政治工作脱

离，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建立在多个专业之上的年级大支部，较少开展以围绕专业学习、

党性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内容为主的组织生活会，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员发展与转正，专题教育活动

太少，党员的党性修养难以得到提升；部分学生党员入党前后表现不一，在学生群体中难以树立典型、难

以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难以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五是党支部覆盖面窄，不利于党员

的培养和发展。一般情况下，一年级无党员，二年级有预备党员无正式党员，按年级建立学生党支部，会

出现一、二年级没有学生党支部的格局，学生党支部不能全覆盖，这样势必影响对低年级入党积极分子

的培养和党员发展。

２　按专业设置学生党支部的优势
鉴于原有以年级班级设置党支部模式存在弊端，２０１３年外国语学院开始探索新的支部设置模式，

尝试实行按专业纵向设置本科生支部模式；２０１５年形成了以专业纵向设置为主，以横向班级设置为辅，
将支部与专业学科对接的构建格局。这种模式优势在于：一是解决了支部规模大、不稳定等问题，确保

了学生党支部全覆盖。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党员发展要求“控

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在目前党员发展数量大减的前提下，按专业纵向设置党支部

十分切合实际，一个专业一个支部，每个支部包括同专业纵向四个年级的本科生，党支部在新生入学以

及毕业生离校时也能通过灵活的搭配使党员的流入流出保持动态平衡，党支部人数及规模也能够基本

保持稳定。这种设置模式既确保了学生党支部的全覆盖，在管理上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有利于

支部书记与专业主管党务老师对支部的管理。同时，稳定的党支部规模及结构也是各项规章制度得到

贯彻实施、优良传统作风得到持续的有力保障。二是有利于发挥传帮带作用，以党建促推学风建设。高

年级党员数量多且专业功底强、党性修养高，能够较好地发挥传帮带作用，在专业学习、综合能力提升等

方面都能给予低年级入党积极分子或党员有效指导；开展支部活动时高年级党员有经验、低年级党员有

热情，支部活动将更具特色和活力，确保了支部生活的质量。此外，专业统一，可以促成不同年级党员之

间的交流，有利于支部间的比、学、赶、帮、超，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进而带动整个学院的学风建设［４］。

三是与教师党支部、学科专业相对接，提升支部成员专业水平。选择专业为设置点，把学生党支部建在

专业上，引导本科生支部与专业教师支部结对共建，通过专业基础上的结对共建活动，提升支部党员的

专业素养，同时也通过优秀教师老党员的人格、学识等全方位熏陶，达到全面提高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

按专业设置党支部符合专业性要求和人才培养的目标性要求，有利于学生党支部成为各年级各专业的

核心，有利于院（系）人才培养工作，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四是有利于发挥学生党支部的积极作

用，整体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是学生中的优秀成员和先进分子，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按专

业纵向设置党支部，用支部的力量凝聚所有党员，充分发挥党员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群体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从而以点带面，促进思想政治工作［５］。五是党建、就业结合工作模式，助推考研、就业、过级率

的提升。本科生的专业性均很强，按专业设置的支部不仅能在学业、学风上起到促进作用，在过级、毕业

生考研、就业等方面也能进行推动，毕业生党员对低年级党员进行专业过级、考研、就业技巧及职业生涯

规划的指导以及考研就业信息的提供，有助于提高专业党员的过级率、考研率和就业率［６－７］。

３　按专业纵向设置学生党支部的实践成效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外国语学院在部分专业开展专业教师支部与学生支部结对共建活动，尝试按专业

纵向设置学生党支部的构想。其中学生第１３支部（２０１１级对外汉语专业）与对外汉语系教师结对共
建，成绩显著。该支部共１４人，所有党员积极向上，专业素养能力强，被评为优秀党支部，毕业时，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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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研究生，２人赴泰支教，１人考上公务员，其余均找到理想工作。学生支部与专业学科对接、结对共
建的成功经验，为按以专业纵向设置学生党支部的可行性提供了实践依据。２０１５年３月，外国语学院
全面调整学生支部设置，以专业为设置点设置学生党支部，分为教育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对外汉语和

日语５个学生支部，支部涵盖了学院所有专业，每个支部涵盖了该专业４个年级的学生党员，每个支部
人数基本均衡，５个支部由２位思政教师进行指导与管理。通过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

第一，支部结构合理，传帮带作用明显。按专业纵向设置党支部的模式解决了传统的以“年级构建

模式”的弊端，党员分布更加合理，学生党支部确保全覆盖。目前，支部党员除了在组织生活会上有深

入的交流外，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高年级党员也能自觉地对低年级党员进行学业、职业生涯规划、综合

能力提升、党性修养等多方面的指导，优秀党员的典范作用引领着支部成员积极上进，支部内传帮带的

功能初见成效。如高年级党员带领低年级党员组建团队申报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的人数逐年提

升，２０１６年申报的人数比２０１５年提高了５０％。
第二，与专业对接，学习氛围浓厚。按专业纵向设置党支部既发挥了学院同专业教师党员的教育引

导作用，也为同专业的学生党员提供了专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专业统一，支部内学生党员之间确定专

业性较强的探讨主题比较容易。目前，各支部组织生活会除了开展常规活动外，更多的是促成高中低年

级学生党员间深入的专业性学习交流，支部内党员及支部间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浓厚，促推了整个学

院的学风建设。此外，支部成员参加专业技能竞赛获奖及专业课题研究的比例明显提升，５个专业支部
的学生党员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或考取技能资格证的比例均达到了６０％，尤其翻译支部共９人，７人
均获得过专业技能竞赛奖励，比例达到７８％，所有支部党员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的比例达到１００％。

第三，带动考研与就业，三率得到大幅提升。同专业的党员有相同的专业背景，在支部里可分享学

习经验、探讨考研与就业面试技巧，党员之间相互鼓励帮助，毕业生党员为非毕业生党员提供考研信息、

实践机会以及就业信息，从而大大推动整个支部甚至引领整个专业的过级率、考研率和就业率进一步攀

升。目前，我们已在每个支部内安排一名责任心强的党员与学院学生就业服务部对接，担任本专业毕业

班级的就业小组成员，通过搜集就业信息及信息共享、联系专业教师及校友资源、及时汇总毕业生就业

去向，形成动态数据库，供低年级同专业党员学生参考，从而达到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的目的。以

翻译支部为例，２０１６年，支部党员专八通过率比例达到１００％，整个翻译专业的比例达到９１％，比２０１５
年提高了８．９％，比２０１４年提高了２４．３％；２０１６年，该支部毕业生党员６人，６人毕业前均已就业或考
取研究生，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就业＋考研率提高了４４％。该专业２０１５届毕业生党员多人为２０１６届毕业
生提供考研信息和求职信息。

４　结语
按专业纵向设置学生党支部是一种科学、规范、合理的学生党支部设置模式，在支部优化调整的过

程中，需要有前期的调研准备工作以及专业教师党支部的支持，学院党委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整优化，保证本科生党支部建设的稳步推进，培养高素质的本科生党员，开展高质

量的党员活动，真正实现本科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达到以党建带团建、以党建促学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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