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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校开展巡察
强化政治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落实巡察主体责任。学校党委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决扛起巡察工作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设置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巡察工作职责要求。从加强队伍建

设入手，突出政治标准，按照“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原则，

选好配强巡察组组长，建立健全巡察人才库。

明确巡察内容。牢牢把握政治巡察的工作定位，结合学校

特点和自身实际，特别强调巡察要从政治上查找问题。实践中

主要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

精神情况、管党治党和反腐败工作以及学校党委要求监督检查

的其他事项等方面查找问题，着力发现基层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

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等突出问题。

完善巡察方式和程序。学校巡察工作方式主要包括听取汇

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受理信访、抽查检查、专项检查

等。对二级单位的巡察分为准备、实施、报告、整改四个阶段。

准备阶段拟订巡察工作计划，编制工作手册，进行业务培训，

了解被巡察单位基本情况等。实施阶段通过各种巡察方式，对

内部巡察有关重点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报告阶段为汇总、归纳、

分析和梳理有关情况，形成巡察工作报告，经向学校党委报告

 浙江大学纪委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 要加

强对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将其作为巡视巡察和督查

检查的重要内容，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

纠正政治偏差。高校党委担负着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

任，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监督、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近年来浙江大学积极探索开展巡察工作，使内部巡察成为

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

实践      
           巡察注重从政治上查找问题

浙江大学从 2015 年开始，研究制定内部巡察工作实施办

法，按照“试点先行、分批推进、逐步扩大覆盖面”的步骤，

积极探索对二级单位开展内部巡察工作，是较早开展校内巡察

的高校之一。学校2015年底开始探索对校内2家单位内部巡察；

2016 年抓好巡察单位的整改 ；2017 年结合落实中央巡视组对

浙大提出的整改要求，进一步完善巡察方法；2018 年加大巡察

工作力度，完成对 20 家单位巡察，较好地发挥了政治监督的

作用。学校巡察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巡察工作的开展，有力维护了校内一方净土。
图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启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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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后，由巡察工作组向被巡察党组织进行反馈。整改阶段要

求被巡察党组织在收到反馈意见之日起，1 个月内制定整改方

案，整改启动 6 个月报送整改进展情况，并强调被巡察党组织

要将整改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接受师生监督。

强化整改落实。学校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的

要求，对巡察发现的问题和线索科学分类，督促整改。学校

强化整改成果运用，把巡察结果作为加强和改进被巡察党组

织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完善内部管理的重要依据，

也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特别要求重视举一反三，

针对巡察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堵塞制

度漏洞，形成长效机制。

难点
           提高巡察工作质量仍需多点发力

学校巡察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难点和

问题，主要有：

校内“熟人社会”监督难。高校是个“熟人社会”，大家

抬头不见低头见，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虽然巡察队伍组建和组

长选拔时已考虑了方方面面因素，但还是会面临“熟人圈”监

督难问题，表现在有的巡察组查问题抹不开面子，有的巡察组

点问题不深不透、不敢讲重话等。

巡察把脉的针对性还不够。综合型大学的巡察对象包括学

院（系）、机关、直属单位、后勤产业、附属医院等二级党组织，

类型多、差异大，如何根据不同单位的特点，提高巡察针对性，

找出并且找准主要问题非常关键。有的巡察报告相似度较高，

问题大同小异；有的巡察组聚焦“关键少数”不够，重点不突出；

有的未能从政治高度看问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未注重从

业务问题中查找出政治问题。

巡察方式的实效性有待提高。校内巡察时间相对较短，要

精准发现问题，对巡察组灵活运用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高校巡察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较多，走访暗访少，面上查

看资料多，深入调查了解少，所以容易发现一些面上和共性问

题，较难发现深层次、实质性问题。另外有的单位巡察整改就

事论事，只重视面上问题整改，而不注重制度机制建设，导致

巡察有效性打了折扣。 

思考
           推动高校巡察工作向纵深发展

高校推进巡察工作强化政治监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出发，

根据政治巡察工作要求和高校实际，着力从巡察主体、巡察内

容、巡察方式、巡察程序、巡察整改等方面完善制度和工作机

制，确保巡察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形成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突出政治巡察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

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的根本保证。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政治巡

察定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政治监督作用。高校

巡察应特别注重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所有的业务工作都是党领

导下的业务工作，都是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具体化，要善于从

中发现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在巡察中筛查出反

映政治生态七方面共 44 个主要观测点，目前正探索通过这些

观测点搜集的数据来查找问题。

要为巡察对象“量体裁衣”。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高校基层党组织处在教学科研工作第一线，要根据不同的巡察

对象，提高巡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首先要提高巡察内容针对

性，根据不同的巡察对象特点，紧盯高校院级党组织树牢“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落实“两个责任”、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廉

政重点领域和关口等重点和可能薄弱的环节，以及师生员工关

注的问题，明确问题聚焦的重点和方向。其次要提高巡察方法

实效性，鼓励创新巡察方式方法，力求务实管用，精准发现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防止巡察表面化、形式化、流程化，

并在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上狠下功夫。另外，要有的

放矢选择合适的巡察组长和成员，根据被巡察单位实际，科学

搭配巡察组人员的资历素质、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等组成。浙

江大学已明确将巡察工作作为年轻后备干部培养锻炼的重要平

台，突出政治标准，选好配强巡察组，严明纪律要求，加强业

务培训。

推动巡视巡察联动。高校要将上级巡视反馈及整改情况作

为内部巡察监督的重点，积极争取上级巡视机构在政策指导、

组织形式、工作流程、方式方法、成果运用等方面的支持帮助，

建立健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重点从领导机制、运

行机制、工作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着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

完善巡察制度机制。学校要根据巡视工作条例及相关精神，

制订完善高校内部巡察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校内巡察工

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依规依纪开展巡察工作。浙江大学拟

订了 2018-2022 年巡察工作方案，合理规划巡察广度、频度和

力度，按照一届任期内巡察全覆盖的目标任务，推动校内巡察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执笔人：马春波  张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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