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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carrying out innovative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via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order to clear the blind area, occupy the highest point of public 

opinion,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of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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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现状，借助微信公众平台

创新开展高校党建工作，以期扫清党建盲区，占领党建舆情最高点，开辟高校党建工作的新

局面。 

微信作为一种快速的即时通讯工具，自 2011年 1月诞生以来，以其灵活、智能、零资费、

跨平台沟通、实时显示输入状态等特色功能，迅速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新型传播介质。截止

2016 年年底，我国微信用户超过 9.27 亿，其中大学生是最重要的活跃群体。在大学校园，微

信早已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方式，甚至影响着他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那么，如何将大学生 “爱不释手”

的微信与高校党建工作有效结合利用呢？ 

1.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现状 

1.1 党建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 

传统意义上的党建教育多以“三会一课”的会议形式进行，也就是说约定在某个时间地

点将党员集中进行党建教育，这种形式太过单一，往往都是党建老师“一言堂”，内容枯燥乏

味，会议气氛紧张、沉闷，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不高，党建教育效果甚微。 

1.2 党建宣传力度不够、广度不大 

经调查发现，大学生普遍对党建类信息的关注不够，只有党务工作者和一些考研的同学

才会去关注。党建信息宣传的覆盖面和深入度远远不够，非常不利于相关资源的合理和有效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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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党建信息发布方式有限 

党务工作必须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然而现有的党建信息发布方式却很有限。

由于大学时代“特殊”的自学方式，加之党建工作没有专用的宣传阵地，通常情况下仅仅靠

公告来宣传党建工作，很多学生不能及时掌握信息，进而产生误解和抵触情绪，久而久之影

响学生对党组织的信任。 

1.4 党组织和党员、普通同学的交流、互动不足 

党组织开展党建实践活动，都是用短信、QQ、电话等方式通知，费时费事、劳民伤财；

组织和党员之间的交流主要是以党内谈话为主，面对面约谈，约谈者经常受到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谈话效果不尽人意，党务工作效率低；普通同学也难以实现对党员和组织的有效监督。

长此以往，不利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伴随着互联网和微信的蓬勃发展，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对说教

式的枯燥和刻板的知识感到厌倦，相反对网络上的信息和知识充满兴趣，即便是无事可做打

发时间也会依赖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因此，高校党务工作者急需运用网络、微信等

新媒体作为工具，占领网络舆情制高点，提供给学生感兴趣的党建信息，合理引导学生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加强党组织与党员、普通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调

动党员、普通同学的积极性，宣传党建工作以促公平、公正、公开，密切党组织与党员、普

通同学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对普通同学的辐射作用，同时更好的接受党员、普通同学之

间的监督。 

2.微信公众平台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 

2012 年，腾讯公司在微信的基础上推出了“微信公众平台”这一功能，除了微信的基本

功能外，公众平台还实现了信息群发、推送、自动回复功能；运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可

以查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的用户量、资讯点阅量、资讯转发量等信息。正因如此，高校党建

工作也因与时俱进，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搭建高校党建工作体系，创建高校党建微信公众号，

从而让党建工作嵌入到大学生活中，进而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1 利用消息发布功能加大宣传力度 

党组织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党建信息，包括党的最新资讯、政策方针、文件精神和大

学生身边的新闻、案例、故事、先进事迹等等，以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图文并茂、幽

默风趣的推送，达到宣传效果。 

2.2 利用互动交流功能拉近组织与学生间的距离 

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现问卷调查、咨询问答、征求意见、互动交流等功能。所有

关注了公众号的关注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表述自己的想法、建议，留言和咨询热点信

息，搜索关键词等。党组织也可以高效率的掌握党员最近的思想变化，工作和生活状况等，

及时引导、鼓励、培养学生党员的党员意识和党性。党建工作者还可以利用平台发起问卷调

查、实时投票等，不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第一时间高效率的掌握最真实的资料，而且

能够调动投票者的积极性，保护投票者的隐私。 

2.3 利用实时消息功能开拓党员教育新局面 

党组织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创新党课新方法，运用“微党课”形式将

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和部署以灵活、生动的形式传达给每一位关注者。打破

党员教育受时间、空间的界限，提高党员学习积极性，开拓了党员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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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创建总结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现状，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创新高

校党建工作，是将共产主义事业与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大学生活相结合，以大学生乐于接受

的方式进行的一次党建工作创新。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合理和有效应用，满足

了高校党建工作的实际需求，开辟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具有重大的跨时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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