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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巡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郭时印ａ，岳甜甜ｂ，ｃ，周筱芬ｄ

（湖南科技大学 ａ．党办校办；ｂ．纪委办；ｃ．监察专员办；ｄ．党委巡察办，湖南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作为巡视的延伸和补充，高校巡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的重大举措。以湖南科技
大学为例，学校巡察仍存在政治监督落实偶有偏差、巡察“利剑”作用发挥不明显、巡察队伍建设仍有不足等现实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巡察应通过持续强化巡察政治监督功能、发挥巡察监督“利剑”作用、不断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健全

巡察机制体制等路径，有效提升校内巡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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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
范体系战略高度出发对巡视工作作出新部署，强调

要“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

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强调，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

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作为巡视的延伸和补

充，巡察是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是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的重大举措。

１　湖南科技大学校内巡察的经验做法
（１）突出政治巡察，强化管党治党责任。学

校党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

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

将校内巡察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纲”和

“魂”，聚焦 “四个落实”开展校内巡察工作，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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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题上找“入口”，从履职尽责上找“差距”，从

政治担当上析“原因”，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向基层延伸。

（２）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巡察整改实效。制
定《湖南科技大学巡察工作暂行办法》《湖南科技

大学巡察协作工作规程》等规章制度，明确了各

职能部门巡察前、巡察中、巡察后和巡察整改等方

面的职能职责。成立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

党委书记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巡察工作办公

室，具体负责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等工

作，切实发挥巡察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

作用。巡察工作前，指导各巡察组确定巡察重点，

制订个性化巡察工作方案；巡察结束后，审议各巡

察组的巡察报告和被巡察单位的整改方案；巡察

整改结束后，评议被巡单位的巡察整改报告和巡

察整改效果。

（３）选好配齐干部，提升巡察工作质量。坚
持政治标准选人用人，建立由纪检监察、组织人

事、党务工作、财务工作等方面干部组成的人才

库，从中选拔政治素质强、工作业务精、党性修

养高的优秀干部参加巡察一线工作，保证巡察

组成员质量，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知识培训

和政策理论学习，从而达到以巡促学、以巡促改

的目的。目前，已对 １２个学院开展了校内常规
巡察，对后勤基建、继续教育学院开展了专项巡

察，共发现问题 １１５个，交办立行立改事项 ２１
件，提出意见建议 ３５条，移交问题线索 ６条，发
出巡察建议书５份。

２　开展校内巡察面临的现实困境
目前，湖南科技大学正在开展第三轮校内巡

察工作。随着校内巡察工作的深入推进，“利剑”

震慑作用不断彰显。但学校自身所具有的熟人社

会形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巡察工作效能

发挥最大化，因此，校内巡察工作在实践中还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政治监督的落实偶有偏差。一是对巡察
定位的认识不够到位。对政治巡察内涵的把握不

到位、定位不清晰，把巡察等同于一般的党务工作

检查或专项业务督查，政治问题、业务问题眉毛胡

子一把抓，巡察重点不够聚焦。二是对巡察职能

的认识把握不准。例如：将巡察工作干成了财务

审计；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财务审查、业务检查

上；按照巡视巡察工作“六围绕一加强”“四个落

实”等要求查找问题不深入；发现的问题偏空偏

虚；等等。三是对巡察意义的认识存在差距。

例如：有的单位领导干部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

怕巡察发现问题让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有的单

位把巡察当成走过场，存在“一巡了之”的过关

心态；等等。

（２）巡察利剑作用仍需进一步彰显。一是
“画像”不够精准。一些巡察人员未通过下沉调

研、深入核查等证实问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巡察

报告指出的问题大同小异，重点不够突出，特点不

够鲜明，反馈情况认可度不够高。二是方式比较

单一。目前校内巡察主要参照上级巡视或地方党

委巡察的工作方式，巡察方法手段与学校实际的

结合还不够紧密，问题线索来源渠道不多，主动发

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三是效果有待增强。校内巡

察基本实现了对象范围的有形覆盖，但有效覆盖

不够，涉及体制机制、长效建设等实质性和深层次

问题提及较少。受“熟人社会”影响，对“关键少

数”有价值问题线索发现不多，巡察后移交可供

初核立案的线索更少，震慑效果不强。

（３）巡察队伍建设仍有不足。一是政治素质
还需提升。个别巡察干部基于熟人心理，巡察调

查时抹不开面子，怕得罪人，不敢大胆开展巡察工

作，从而影响了巡察的严肃性、有效性。二是业务

能力存在短板。各单位选派的巡察干部大多没有

经过专业培训和学习，都是“新手上路”，对巡察

工作政策文件及任务要求掌握不够深透，从业务

表象问题分析政治实质问题的能力还很有限。三

是精力投入仍有不足。巡察干部既要承担巡察任

务，又要兼顾原部门工作，双重压力下工作强度倍

增，难以长时间专注于巡察工作，从而精神懈怠，

有畏难情绪。

（４）巡察工作机制尚不健全。一是成果运用
机制不够健全。党委巡察办对巡察过程十分重

视，但对巡察整改抓得不够紧，“后半篇文章”做

得不够扎实。针对巡察发现的共性问题，举一反

三、建章立制落实不够，未建立长效机制。二是协

同联动机制不够健全。巡察工作与校内纪检、组

织、宣传、审计等部门工作缺少联动机制，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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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不畅，巡察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组织监督、审

计监督未形成监督合力。三是考核评价机制不够

健全。对巡察整改成效及巡察干部在巡察期间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等缺少相应的评价机制。

３　提升校内巡察实效的路径
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巡察工作的重要性，不

断提升巡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巡察成

果落实落地，不断把巡察优势转化为加强党的建

设、完善治理体系、促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效能，构

建用巡察工作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１）持续强化巡察政治监督功能。一是提高
政治站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站在全

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高度和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改

革发展的全局高度，切实贯彻党章、《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

党内规章制度，坚持政治标准，发现政治问题，增

强巡察的政治导向功能。二是明确监督重点，牢

牢把握政治巡察职能定位。要围绕“三个聚焦”

强化政治监督，紧扣教育特点、学校实际查找政治

偏差，重点查找是否树立和增强了“四个意识”，

是否坚决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否坚持了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是否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

政治问题。三是领会巡察内涵，切实增强巡察工

作政治自觉。深刻认识巡察工作在一体推进“三

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接受

“政治体检”，敢于善于从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内

部管理等业务方面问题中查找政治本质问题。

（２）有效发挥巡察监督利剑作用。一是聚焦
难题破解，提高发现问题的精准度。应提前对被

巡察单位进行政治“画像”，梳理需要重点关注的

领域和问题，采取下沉调研、深入核查、对比分析

等方式，通过个性问题归纳出共性问题，挖掘问题

根源。二是坚持创新突破，提升发现问题的广泛

度。探索“１＋Ｘ”巡察模式，把常规巡察与专项巡
察、提级巡察、机动巡察、延伸巡察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横向结合、纵向排查、综合汇集、广泛谈话、对

单核查等方式不断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三是把

握贯通融合，提升解决问题的靶向度。切实强化

巡前、巡中、巡后的融合，把监督巡察整改与问题

线索处置、政治生态研判等结合起来，做深做实以

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等工作，同时，加强巡

察组与执纪执法部门的协作，努力破解“熟人社

会”监督难题，形成有力震慑。

（３）不断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培养。一是强化
政治标准，选优配强专业人员。高校要着力加强

巡察干部的选拔和培训，要按照“忠诚干净担当”

要求，从纪检、组织、宣传、审计、财务、人事等部门

选拔优秀人才，组建巡察专业人才库。二是抓实

培训赋能，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巡前，组织抽调干

部进行集中培训，及时掌握中央、省市委对巡视巡

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巡中，实行“老带

新”机制，不断提升巡察干部政治鉴别、谈话突

破、问题定性、组织协调等能力；巡后，及时总结

“复盘”，总结经验做法、梳理欠缺不足，为下轮巡

察提供经验借鉴。三是加强队伍建设，着力锻造

过硬铁军。强化巡察干部纪律规矩意识，健全巡

察工作规则，严格工作程序，加强巡察队伍内部管

理，全面推进巡察工作作风和执行纪律情况“巡

察后测评”制度，让巡察干部习惯于在严密监督

下开展工作。

（４）建立健全巡视巡察机制体制。一是健全
成果运用机制，确保巡察整改落实落地。紧盯巡

察发现的问题，优先办理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加

大对整改不力的约谈问责力度；加强巡察整改督

查，完善党委督办制度，确保被巡察单位不折不扣

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二是优化协同联动机制，推

进巡察工作提质增效。建立健全巡察工作校内联

动机制，统筹巡察准备、巡察实施、巡后整改等工

作环节，坚持巡察与审计、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

核查、专项监督检查、专项考核等方面的联动，加

强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确保形成巡察工作整体合

力。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构建巡察监督闭合

链条。建立健全巡察整改督办、通报机制，将巡察

整改成效作为领导班子任期考核、领导干部年度

考核重要内容。同时，对抽调干部的日常表现进

行鉴定，并同步反馈至其所在单位，作为年度个人

考核、等次评定、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对抽调期间发生违纪违法问题的，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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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

的实践和探索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李琳ａ，李宁ｂ，郑海祥ｂ，石巧红ｃ，刘灿军ｄ，皮波ｂ，孙峥嵘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党办校办；ｂ．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ｃ．马克思主义学院；ｄ．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仪器设备是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保障。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对单价超过１０万元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发现仪器设
备管理与使用存在使用率偏低、共享率不高、管理队伍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深入剖析问题产

生的原因，从购置与更新、开放与共享、队伍建设、机制健全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地方高校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的科学管理与高效使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方高校；仪器设备；调查研究；开放共享

中图分类号：Ｇ４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０８－０７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
“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推进，国家加大了对

高校的投入力度，大量高精尖仪器设备配置到教

学科研一线，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但受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和专业管理人才

配置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地方高校普遍存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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