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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统战部编印 24 第 24 期 2024 年 4月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2024 年工作要点

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教

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下，围绕教育部党组关于组织实施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总体部署，以时代新人铸魂工程为抓手，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工程，全面建设“立体化宣传网站、整体式工作平

台、赋能型研究园地”，切实提升新质思政工作能力，努力为建

设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1.持续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好高校思政网内容建设，打造品牌栏目，常态化开展高校

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案例推选展示。做好“先进人物进校园”、

新时代高校“枫桥经验”建设成果展示、“千万高校学生同上一

堂国家安全教育课”、“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风采展示”、“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宣传工作。打造“思政大讲堂”内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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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高校思政工作中青年骨干、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书记、“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等开展网络专题讲座。做好高校思政网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运营，增强影响力、引领力。

与有关省级教育部门、重点高校合作建设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典

型经验宣专。

2.进一步强化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成果宣传展示。

做好高校思政网内容建设，打造品牌栏目，常态化开展高校

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案例推选展示。做好“先进人物进校园”、

新时代高校“枫桥经验”建设成果展示、“千万高校学生同上一

堂国家安全教育课”、“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风采展示”、“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宣传工作。打造“思政大讲堂”内容品牌，

邀请高校思政工作中青年骨干、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书记、“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等开展网络专题讲座。做好高校思政网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运营，增强影响力、引领力。

与有关省级教育部门、重点高校合作建设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典

型经验宣传专栏。

3.继续做好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重点项目服务。

协助开展第三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

育建设、第三批高校党建“双创”和第二批高校“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验收等项目服务。推动第四批党建“双创”、

第三批研究生党建“双创”入驻“育人号”平台开展培育创建，

进一步发挥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示范带动作用。配合

完成 2024 年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状况统计、新时代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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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精品项目遴选展示等工作。协助完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等项目的信息化申报遴选服务工

作。统筹做好工作申报系统、管理服务平台、数据应用平台等平

台的使用培训工作。整合高校思政网工作优势，围绕各省各高校

党建思政工作信息化需求，搭建集信息报送、项目申报、遴选推

荐、资源汇聚、宣传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整体式信息化服务平台，

为各地方各高校提升新质思政工作能力提供平台支持。

4.继续建设高校党建思政信息化工作平台。

围绕《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标准（试

行）》，推进高校教师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指数平台开发运营，

面向高校分级分批推广使用。提高高校党建基础数据统计分析平

台运行服务效能，为各级教育部门指导高校党建工作提供数据支

撑。完成“一站式”学生社区云平台优化升级，深化动态管理和

交流互鉴，做好示范社区宣传展示。完成高校师生党员培训信息

平台开发运营。配合高校专职组织员建设情况调研，建设信息管

理和能力提升平台，有针对性地加强队伍建设。配合高校“双带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助力“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完善高校党建工作联络机制信息化平台，提升高校党建工

作联络机制运转、党建工作联络员服务的科学化水平。提升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管理服务系统应用质量，助力开展常

态化项目数据采集和绩效评估。探索建设高校思政指数数据平

台，一键感知、数字化呈现各地各高校工作精准画像，赋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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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总体提升。

5.深入开展高校党建思政工作资源服务。

充分挖掘自身资源，聚合战线优质资源，深化共建共享，探

索建设面向高校思政工作战线的有效服务机制。服务高校基层党

建工作需求，建设“高校基层党组织‘一融双高’案例库”“高

校党支部工作案例库”。聚焦应用场景，推动思政工作精品项目

形成案例库，充实“一站式”学生社区工作案例库资源，为战线

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服务。

6.大力夯实研究园地建设。

统筹战线力量，组建工作团队，围绕高校党建思政实践应用、

成效观测评估等开展系统研究。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课

题组加强建设质量标准研究，发布“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

模式建设白皮书。推动高校党建数据分析应用课题组加强基础数

据分析研究，总结“双创”“双带”“双百”等建设成效。推动

教师党建思政课题组发挥更大作用，为教师党建思政指数平台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探索思政指数理论模型研究，推动构建高校党

建、思政、维稳工作指标体系。

7.积极构建协同合作工作机制。

加强与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和省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的

常态化机制化联系，建立典型宣传、项目合作、成果评价等工作

联动协同机制。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宣传工

作研究分会、统战工作研究分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分会、保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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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和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加强沟

通联系，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与中央主流媒体、重点思政学术

期刊加强合作，在重大主题宣传联动、正能量内容策划等方面形

成合力。

8.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政治引领，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机制，继续加强

与战线联学共建。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全流程、

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防控体系。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培养专家型、学者型的网络思政策划和编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