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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做到细处、落到实处：北京大学学生党团日联合主题教育活动风采 

前言： 

自2007年北京大学启动党团日联合主题教育活动以来，涌现出大批优秀成果，形成了

“全方位覆盖，全过程育人”的良好局面。在党团日联合主题教育活动模式提出十周年之

际，学生工作部特挑选了近两年获评党团日活动一等奖的党支部，提炼相关经验作法，供

大家参考学习。 

 

 

第一篇：党支部组织管理如何高效？ 

 

编者按：党支部凝聚力不强，战斗堡垒作用不明显？支部生活纷繁复杂，让人摸不着头脑，

慌乱又无序？党支部的管理制度是支部发展壮大的根本，是支部凝聚力的源泉，是支部书记

开展工作的指南。为更有效地进行党支部组织管理，请参考以下两个支部的做法。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制定《党员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1、考核模式： 

以月考核为主，以半年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全面考察。 

2、考核内容： 

五个基础考核+四项加分项。 

基础内容: 支部会议出勤、支部活动出勤、党的知识考核、党员群众基础、党员综合互评。

原则上基础考核只减分不加分。 

加分项：1）党支部成员积极参与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培养联系和介绍工作。2）积极

参与党支部会议记录等日常基本工作。3）积极参与党支部其他活动。4）积极参与微信公众

平台等日常宣传工作。原则上加分考核只加分不减分。 

 

点评：扎实细致，形成有效动员。1）考勤体系全面、有特色。2）“加分项”覆盖党员发展和

支部管理等方面，有效调动了党员积极性，提高了党支部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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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学院 2013、2014、2015 本科生联合党支部：党员卡制度 

1、操作方式：以学期为单位,每学期末以制作党员卡的形式针对每一个学生党员的实际情况

进行总结与评估,提高学生党员的自我总结、自我提高、自我定位、目标管理的能力与意识。  

2、党员卡的形式： 

正面：1）党员的基本信息，如：入党时间、人生格言等。2）注明党员同学各自对应的宿

舍。3）积极分子培养对象。 

反面：1）每学期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将针对每个学生党员在上一学期的综合表现,以支部

名义进行“支部寄语”,对党员表现做出评价与期望; 

2）学生党员也将会针对个人一学期在支部生活中的收获与成长做出自己的“前路展望”,并

对未来一个学期的支部学习工作提出展望。  

 

点评：小而精致，提升党员意识。1）结合民生生活会，推出党员卡，有效地增强党员身份

认同。2）精心挑选内容，有利于培养党员服务意识，提高自我反思、自我总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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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理论学习如何深入？ 

编者按： 

说起理论研讨，你脑海中浮现的是开会，沉闷枯燥没话说？ 

谈到参访调研，你以为会是像旅行一样，走马观花到处玩？ 

那么，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每学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党团日联合主题教育活动通常会吸引300多个党支部积极参与，

理论学习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但同样是参观和理论研讨，却为何有支部能脱颖而出，

拔得头筹。试看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精心设计的系列活动，或许能

有一些发现。 

 

参访调研：“体验长征”及国家博物馆参访活动  

1、活动预热：开始前1周，在支部微信群中推送“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制作的长征主题线上

游戏。 

(充分的前期宣传，有助于加深相关知识的理解，提高参与活动积极性) 

2、集结分组：固定地点集合，分为两组，发放“行军路线”图纸和密码试题。 

3、沿途挑战：徒步行程约6公里，两组分别沿不同路线抵达国家博物馆。途中，需破译关于

长征和中文专业相关的密码题目，如：长征诗词、四角号码和《周易》的卦爻辞等。  

(结合专业特色，又不偏离活动主题，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互动性) 

4、参访任务：重新分为三组，选配组长，并发放若干试题。要求各组成员，在了解长征过

程中红军生活、行军、作战等历史的同时, 完成“搜集长征过程中红小鬼的故事”、“找到红军

长征日记及外国记者对长征的报道”、“找到表现军民情谊的器物”等小组任务,并形成图文报

告。 

(带着问题去，带着收获回) 

 

 

 



10 
 

理论研讨：长征精神暨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学习会 

1、回顾总结：各组组长展示国家博物馆参访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展示。 

（承接参访实践，展示分享收获） 

2、专题分享：7位支部党员分别从长征历史、习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长征与“两学一做”等角度，进行专题分享。 

（多维度分享，结合理论热点，扩大学习广度和参与人数） 

3、检测提升：以个人为单位，针对专题分享内容进行知识竞答，而后以小组为单位，

围绕“我心中的长征精神”和“新时期下如何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为主题展开讨论并分别

进行总结。 

（个体竞答和小组讨论的奇妙结合） 

4、深化理解：设计趣味游戏《重走长征路》。党支部的同学们化身一名普通红军,每人轮

流为主人公选择一次,而每个选择都会影响红军所在部队和其个人的命运。通过历史事件的

还原,让同学们们感受行军路程之艰险、军民情谊之深厚，体会长征期间红军战士相互帮扶、

精诚团结的可贵精神。 

（切身体会时代背景的红军长征） 

5、梳理学习：党支部书记领学《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重要文件。 

 

活动背后： 

1、详尽的活动策划。分工明确到个人，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风险规避落实到措施。 

2、规范的工作流程。活动提前踩点并备好相关材料等，过程中注意积累素材，活动结束后

及时归纳总结。 

 



11 
 

 

第三篇：社会实践如何接地气？ 

编者按： 

社会实践是党团日活动的常见形式之一，有助于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情、增长才

干、锤炼品德，同时也给服务对象带来实打实的益处。但是如何让实践活动更好落到实处，

却是困扰很多党支部书记的难题。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开展的“地造

绿裳环保秀，小学社区绿色行”系列活动让服务匹配需求，让实践落到实处。  

 “地造绿裳环保秀,小学社区绿色行”系列活动 

背景信息： 

共建单位：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燕园街道下属社区、清华大学 151 硕士党支部 

时长：2015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13 日 

活动次数：4 次 

———————————— 

活动一:环境教育入小学 

1、环保知识讲堂：以简短、易于理解的方式，围绕“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如何保护环

境？”和“环保热点问题解读”三个方面来讲授，深入浅出，并包含趣味。 

2、废品回收再利用创意手工沙龙：前期准备好纸盒、空瓶、牛仔裤等生活中可改造的废品，

通过示范制作或者抛砖引玉的方式启发小朋友们的创新思维，制成了简易笔筒（主要原料为

空瓶），时尚手机背包（主要原料为牛仔裤后口袋），雨伞摆放柜（主要原料为废纸盒）等实

用物品。 

3、品牌游戏“垃圾分类飞行棋”：飞行棋游戏棋盘是由同学自行使用 PS 软件设计，按照真

人版的比例进行印做，小朋友拟化为棋子站在棋盘上进行游戏，飞行棋以垃圾类型为棋底，

骰子的六面分别包含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毒垃圾等不同含义，再加以一定的游戏规

则约束，实现了将环保知识融入飞行棋中，寓教于乐。 

4、与校方签订“科技环保实践计划”：约定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互访共建，主要形式为党支部

提供智力和创意支持，邀请了学院相关环境技术专家讲解科普性的环境科技原理，帮助同学

树立科学意识。 

活动二:绿色展示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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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废为宝作品展：展示之前“环境教育入小学”中制作的废物再利用作品，结合居民生

活，普及更有创意和实用的改造知识。 

2、防雾霾知识现场互动： 

结合热点，解说 PM2.5 形成机理常识，设置了 50 道趣味知识题，让社区居民作答，正

确率高者得奖品。同时，现场展示学院专业版 PM2.5 监测器，并让大家亲身体验。最后，

讲解如何通过自身举措，防护雾霾，保护健康。 

活动给每位参与的居民发放防霾口罩，现场介绍了不同类型口罩的过滤效果，以及现场

示范口罩正确佩戴方式，实惠便民。 

3、发放电子版调查问卷，总结活动效果，提高公众环保认识。 

延伸活动：“绿色洗手液进小学,环保实践行惠社会”——落实“科技环保实践计划” 

时间：2016 年 4 月 27 日-5 月 22 日、 

地点：北大附小 

1、实地调研，制定方案 

经调研发现，北大附小在午餐时会提供橘子，香蕉，橙子等水果给学生，并产生大量

无用的水果皮。党支部经讨论，发现这些厨余垃圾可以被收集起来作为洗手液的原料。 

2、实验制作 

利用北大附小的科学实验教室，将集中收集的水果皮撕成碎片，用小苏打水洗干净，

并将果皮晾干，之后将果皮和95%的药用酒精装入瓶子（可以是废旧的大矿泉水瓶）内，

酒精倒入至玻璃瓶的1/3处，盖过水果皮，留有20%的发酵空间，一个月后稀释为10%，再

进行收集处理，之后便可调出橘子味，橙子味等不同气味的洗手液。除在实验过程中需要

注意酒精的使用外，该实验并没有其他安全问题。所需的原材料不需要特别积累，经济性

强，还能帮助解决厨余垃圾，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俱佳。 

3、推广使用 

将小朋友们制作的绿色洗手液放置在小学内的洗手间内，替换了日常化学洗手液。 

点评：1）将实际需求和专业特色相结合。2）活动有延续性，立足长效。3）与其它支部共

建集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