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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协同理论视角，分析在党建统领下构建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必要性，

剖析了当前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联建机制的对策建议。通过加强组织

协同、资源协同、活动协同等举措，形成多方联动、互利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局，促进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本文对于推动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与企业、地方党建工作深度融合，

完善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体系，加快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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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university-enterprise-land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enterprise-land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By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al synergy, resource synergy, activity synergy and other initiatives, the formation of
multi-party linkag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situ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enterprise and local party building work, perfecting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t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related personnel.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School-enterprise-land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Synergy
theory

引言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类型教育，肩

负着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但仍存在人才培养质量有待

提高、校企合作深度不够等问题。构建校企地党建共同体是

推动职业院校党建工作与企业、地方党建工作深度融合的有

效途径，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1]。

一、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内涵与理论基

础

（一）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内涵界定

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是指高职院校党组织、行业

企业党组织、区域地方党组织基于共同的政治愿景和育人目

标，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同搭建

的党建工作平台[2]。它以党的建设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人员共育、活动共办等

方式，整合各方面资源，实现组织共建、发展共促、风险共

担、成果共享，形成党建工作合力，推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企业发展和地方建设的良性互动，促进高职院校、企业和地

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协同理论在校企地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适用性分

析

协同理论是研究多个子系统或个体之间通过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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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共同目标的理论[3]。高职院校、企业、

地方党组织作为独立的子系统，具有各自的组织特点、资源

禀赋和功能定位，但同时存在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发展愿

景。运用协同理论指导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通过顶层设

计和制度安排，搭建跨组织、跨区域、跨领域的党建工作协

同平台，实现组织之间、资源之间、人员之间、活动之间的

协同配置、协同联动、协同互动，克服单打独斗、条块分割

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党建资源的有效整

合与高效利用，产生“1+1+1>3”的聚合效应，为人才培养、

企业发展、经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二、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

（一）协同意识淡薄，合作动力不足

高职院校、企业、地方党组织在开展校企地党建共同体

建设中，普遍存在协同意识不强、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一

方面，高职院校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在办学理念、管理方式、

工作重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缺乏互信基础和合作契合

点；另一方面，地方党组织对高职院校、企业的实际情况了

解不够，统筹协调的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同时，由于缺乏

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保障措施，各方主体参与校企地

党建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责权利关系模糊，难以形成

常态化、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校企地

党建共同体建设缺乏内生动力和持续性，难以发挥应有的作

用效果。

（二）协同机制缺失，运行不够顺畅

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普遍

存在协同机制不健全、运行不畅等问题。首先，在顶层设计

和制度建设层面，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规划和设计，跨组

织、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党建工作与

业务工作协同配合的框架体系尚不完善。其次，在具体实施

层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议事协调机构和沟通对接平台，各方

主体职责边界模糊、权责利不清晰，难以形成常态化的联席

会商和工作对接机制。再次，在考核评价机制方面，针对性

和操作性不强，难以真正发挥导向和激励作用。上述问题制

约了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规范有序运行[4]。

（三）协同效果欠佳，作用发挥不充分

受协同意识淡薄、协同机制缺失等因素影响，高职院校

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实际成效与预期目标还存在不小差距，

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具体表现为：一是组织共建流于形式，

缺乏常态化的联学共建活动，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

分；二是资源共享不深入，企业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

的优势资源与高职院校的需求没有实现良性对接；三是人员

共育实效不明显，师生到企业锻炼实践的广度深度不够，企

业员工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四是活动共办

针对性不强，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设计，与人才培养、企业

发展、社会服务的结合不紧密，难以达到多方共赢的预期目

标。

三、党建统领下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构

建路径

（一）构建组织协同机制，推动组织融合

党建统领是构建高职院校校企地党建共同体的根本遵

循。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主动谋划、

统筹推进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建立由高职院

校党委牵头，企业党组织、地方党组织共同参与的领导机构，

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和任务要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党

总支）具体指导、党支部抓好落实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

要推动二级院系党组织与行业骨干企业、重点合作企业党组

织建立固定联系，成立联合党支部或项目党小组，建立“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实现组织互嵌、人员互聘、资源

互用，增进校企人员交流，提升党员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5]。同时，要发挥各类在外挂职干部和兼职教师在校企

沟通中的桥梁纽带作用，选派党务工作者到企业、行业协会

挂职或兼职，委派企业管理和技术骨干到学校担任兼职辅导

员，建立健全党务工作者与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常态化联系机制，不断拓展组织协同的广度和深度。

（二）搭建资源协同平台，实现优势互补

高职院校要立足党建工作需求，聚焦人才培养中心任

务，搭建校企地资源协同平台，推动人才、项目、资金、信

息、技术等资源的共建共享、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和成

果共享。高职院校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搭建校企地资源协同

平台，促进各类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建共享、优化

配置，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性局面。针对金华产业

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主动对接地方重点产业发展

规划，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

等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探索订单班、冠名班、现代学徒制等

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批适应金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

产业培育发展[6]。

（三）开展活动协同，深化交流互动

高职院校要紧密结合重大主题教育，精心设计党建特色

活动载体，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党建活动的政治性、思想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年度党建活动计划，采取党课轮训、

主题党日、党性锻炼、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引

导广大师生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聚焦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创新开展师德师风教育、职业理想教育和诚信教育，引

导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引领学生争当“四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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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师生高尚品格，培育职业精神。

要充分发挥党建活动的育人功能，将党建活动与专业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依托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开发

富有时代特色、体现专业特点的党建类“金课”，引导学生

坚定专业思想，提升职业素养。积极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在师生竞相比拼、奋勇争先中培养工

匠精神、践行劳模精神。常态化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建强学生理论学习小组，举办形势政策报告会、理论

研讨会，教育引导学生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争做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建立制度保障体系，规范运行秩序

建立健全党建共同体运行制度体系，是保障校企地资源

有效整合、促进各方深度协同的关键举措。高职院校应会同

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围绕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原则、内容、

方式等方面，制定务实管用的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明确各

方权责边界，规范运行秩序，推动形成常态长效、规范有序

的协同育人格局。

校企双方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

制定党建共建的目标任务书、责任清单和路线图，明确双方

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队伍共育、活动共办等方面的职责

分工和具体举措，以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共建工作务实推

进、取得实效。健全党建工作联席会议、重大事项会商等议

事协调机制，建立定期会晤、互通情况、共谋发展的常态化

沟通对接机制，协调解决共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

盾，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推行党建工作项目化运作，制定项目管理办法，

规范项目申报、遴选、立项、建设、验收、评估等环节，引

导校企围绕重点任务开展项目化设计、清单化管理、精准化

推进，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

校企共建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思政实践教学基地等，用活用好实践育人阵地资源，打造特

色鲜明、成效突出的党建工作品牌。

（五）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凝聚社会合力

高职院校应立足区域发展大局，秉持开放融合理念，积

极构建多方联动、互利共赢的校企党建共建工作格局。主动

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业界行业组织的沟通对接，争取将校

企党建共建工作纳入区域党建总体布局，作为推进产教融

合、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有力抓手，争取各方在政策制定、

项目规划、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和支持。

充分发挥行业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商会等桥梁纽带作

用，广泛联系对接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企业，争取行业组

织机构在资源、信息、活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引导和带动

更多企业单位积极参与校企党建共建，做大共建工作“朋友

圈”。精心打造校企党建共建特色品牌，通过设立共建工作

专栏专版，精心策划主题鲜明、质量上乘的宣传报道，传播

好声音、讲述好故事，展现共建工作的丰硕成果和示范效应，

不断提升党建共建的社会影响力。

广泛凝聚校友、产业联盟、实习见习基地等各方力量，

积极构建党建共建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积极争取优秀校友

的资源赋能和智力支持，吸引广大校友参与到人才培养、技

术研发、创新创业等环节，为校企党建共建增添源源不断的

新动能。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乡村振兴、

社区治理、产业升级等中心工作，在服务大局中践行使命担

当，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四、结语

加强党对高职院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党的建

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校企地合作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党建工作的深化与拓展

对于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促进校企地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高职院校、企业、地方党组织在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

方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加强三方合作十分必要。通过构

建校企地党建共同体这一协同党建的新模式，党建工作与中

心工作深度融合，形成了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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