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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现在大学生经常看手机，我们建

设掌上手机平台，就是要把碎片化的时

间利用起来做党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党委副书记朱李楠所说的，是一款由学

院自主开发、学生党员参与维护的党建

app，分为红色政宣、红色典型、红色学

习、红色服务四大板块，经过两年时间的

完善和升级，目前全院所有学生党员都

已在此注册。“大学生在微网络阵地上特

别活跃，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互联网＋”

的理念去思考探索党建工作，力求实现

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和工作载

体的协同创新，更好地激发出学生党员

的活力。”朱李楠说。

先锋先行
浙工大经贸管理学院2015级国际

贸易专业的姬皓云，还记得自己作为新

生踏入校园，第一次遇见“7号室友”时

的情形。

“‘7号室友’的出现就好像一盏明

灯。在生活方面，她会告诉我们校园卡怎

么使用，哪里有ATM机，校园周边的交通

情况等生活中的小细节；在学习上会时刻

督促我们，教给我们她的学习方法；在为

人处世方面，她也会把自己的感悟分享给

我们。她真的就像一位大姐姐一样亲切，

但是又像导师一样引导我们。”

正因为如此，大三期间，已是预备党

员的姬皓云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7号

室友”的队伍。

截至目前，经贸管理学院已经有5

批、共409名党员担任了低年级学生的

“7号室友”，2700名新生从中受益。

“7号室友”的成功关键在于细节。

每年，经贸学院会择优选拔学生党员和

部分优秀积极分子担任“7号室友”，不

仅会在新生报到那天全天候进行接待和

引导，而且还会长期结对帮扶，对低年级

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辅

助、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引。这种

极具人性化的方式，既给党员提供了发

挥作用的平台，也让大学新生看到了党

员的“魅力”，了解了党员的“职责”，并在

潜移默化中对入党心生向往。

除了“7号室友”，保卫处警校共建

党员服务站的党员志愿者们也在竭尽所

能地服务师生。

为了将执法力量引进学校，为师生

提供一站式安全服务，保卫处党支部联

合交警、公安、消防和学生支部，在保卫

处综合服务大厅建警校共建党员服务

站，设各党支部党员服务窗口，把党的建

设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5个党支部共

200多名党员，轮岗为师生员工和周边市

民提供行政事务办理和安全保障服务。

在保卫处副处长张伟锋看来，警校

共建党员服务站的建立，在优化服务的

同时也逐渐让保卫处的角色发生转变：

“以前大家到保卫处后的心态很微妙，总

觉得发生了不好的事才会来这里。但是

党员志愿者过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有

了纠纷矛盾，他们去跟师生和居民解释

沟通会顺畅很多，这里不再是个冷冰冰

的解决纠纷矛盾的地方，而是用真诚服

务温暖人心的共建场所。”

创意够味
听过“红色舞台班”吗？这是浙工大

人文学院中文党支部在做的事。

他们自编自导的“两学一做”情景剧

党课《无悔的抉择》，在朝晖、屏峰两校区

轮流展演，吸引了1000余名教工、学生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观看，并荣获全国

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工作

案例类优秀作品奖。

《无悔的抉择》以浙工大学生党员杨

济源正义英勇牺牲的事迹为蓝本，着重

展现当代大学生有信念、有担当的品

质。翻看剧本，会发现他们巧妙地将入

党程序、党员标准等“干货”融入到了剧

情里。这是结合人文学院的特长和优

势，创新方式上党课，将表演艺术与党性

教育相结合，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而针对党员比例高达近50%的研

究生群体，创新也贯穿着党建工作的始

终。从党支部组织生活案例大赛到十九

大“先锋宣讲团”，从党员“卓越先锋”服

务站到“红色锤炼”系列活动，各种活动

载体不断推陈出新。

“我们想方设法创新载体，就是为了

搭好平台，吸引各个学院的研究生党员

参与进来。”孙航是浙工大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副部长，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党建“创

意”要具备参与面广、影响力大、主题凸

显、成效显著四个特点，比如今年研工部

开展的“红色锤炼”系列活动，就是通过

培训、学习、参观等方式，努力将研究生

党员群体打造为党的可靠接班人。

“4月份我们组织了‘红色锤炼’系

列活动，组织研究生党员到嘉兴南湖学

习‘红船精神’，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在

宣誓墙前重温入党誓词，乘船南湖之上，

瞻仰南湖红船，每一个环节都有党员分

享心得感悟。下一阶段，学校还将继续

组织研究生党员骨干赴四明山、井冈山

等革命根据地学习教育。”孙航说，通过

“红色锤炼”这种创新方式，可以有效加

强研究生党员这一高知群体的党性锻

炼，提升他们的党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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