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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详细分析了某高职院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党建活动创新实践。通过构建数字党建平台，学院在线上

发布活动信息、分享学习资料，并促进党员间的讨论与交流；线下则组织实地参观、志愿服务等实践活

动，增强党员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党员的参与度，还增强了活动的实效性，推

动了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同时，文章也指出了线上线下融合度需加强、活动内容与形式需不

断创新等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这一实践为其他高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展现了数字党建在

高职院校中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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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rough building the digital party building platform, the 
college publishes activity information online, shares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romotes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party members, and organizes practical activities such as field vi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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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olunteer service offline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This innova-
tive mode not only improves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members, but also enhances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activities,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activities 
need to be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his practic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universities, and shows the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great potential of digital party build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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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党建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

与挑战。数字党建作为党建工作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为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党建如何赋能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与时俱进[1] [2]。 

2. 数字党建的内涵与特点 

2.1. 数字党建的内涵 

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技术，对党的组织建设、党员管理、思想引领、民主监督等各项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造与

提升。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党建信息的快速传递、高效处理与精准分析，从而推动党建工作

的现代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数字党建不仅是对传统党建方式的简单技术升级，更是一种深刻的理念变革。它强调以党员为中心，

注重党员的个性化需求与参与体验，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党员与党组织的实时互动、信息共享与

资源共融。同时，数字党建还注重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利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党建

工作进行量化评估与科学决策，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与效率[3]。 

2.2. 数字党建的特点 

1) 信息化与智能化 
数字党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党建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处理。通过构建党建信息数据库，

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共享。同时，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党建信息进行智能分析，为党建

工作提供科学决策支持[4]。 
2) 实时化与精准化 
数字党建打破了传统党建工作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党建工作的实时化开展。无论是党员教育、组织

活动还是民主监督，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随时进行。此外，数字党建还注重精准化服务，通过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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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精准匹配等方式，满足党员的多样化需求。 
3) 互动化与参与化 
数字党建强调党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党员的参与感和互动性。通过数字化平台，党员可以更加便捷

地参与到党的组织生活中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建议，与党组织进行实时互动。这种互动化、参与

化的特点，有助于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4) 开放化与共享化 
数字党建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特点。通过数字化平台，党建资源可以实现跨地区、跨组织的共享

与利用，打破传统党建工作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同时，数字党建还注重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通过

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合作，共同推动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5]。 
综上所述，数字党建以其信息化、智能化、实时化、精准化、互动化、参与化、开放化、共享化等

特点，为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数字党建的实践应用，高职院校可以更加高

效地开展党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6]。 

3. 数字党建对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党建已成为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重要创新手段，对高职院校

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这一推动作用。 

3.1. 提升党建工作效率，促进管理现代化 

数字党建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党建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管理。高职院校通过

建立数字化党建平台，可以实现党员信息的快速录入、查询和更新，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

时，数字党建平台还可以实现党建工作的自动化处理，减少人工操作，降低工作成本。此外，数字党建

还有助于高职院校实现党建工作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提升党建工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7]。 

3.2. 创新党员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数字党建为高职院校党员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和创新的教育模式。通过在线课程、微党课

等形式，高职院校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培训活动，使党员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提高学习的

便捷性和灵活性。同时，数字党建还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党员学习情况进行实时跟

踪和评估，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数据支持，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8]。 

3.3. 强化思想引领，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数字党建有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发挥思想引领作用。通过数字化平台，高职院校可以及时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数字党建

还可以促进高职院校与社会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数字党建还可以结合校园文化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增强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校

园文化的繁荣发展[9]。 

3.4. 提升组织力，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数字党建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实时互动和信息共享，增强了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高职院校可以利用数字党建平台开展线上组织活动，加强党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

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同时，数字党建还可以帮助高职院校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的思想动态和需求，为

党组织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支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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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 

数字党建有助于高职院校优化党建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通过数字化平台，高职院校可以更加

便捷地获取和共享党建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数字党建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对党建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进行精准匹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此外，数字党建还可以为高职院

校提供便捷的服务支持，如在线答疑、政策咨询等，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4. 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路径与策略 

在高职院校中，数字党建不仅是党建工作的创新手段，更是推动学校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为了充分发挥数字党建的作用，高职院校需要明确应用路径，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 

4.1. 应用路径 

1) 构建数字化党建平台 
高职院校应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集党员信息管理、党员教育、组织活动、民主监督等功能于一

体的数字化党建平台。这一平台应具备易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够满足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实际需

求。通过平台的建设，实现党建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11]。 
2)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数字党建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线上平台的建设，还需要与线下活动相结合。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线

上平台的便捷性和线下活动的实感性，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例如，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活动信

息、组织线上讨论，同时结合线下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党员的参与感和归属感[12]。 
3) 建立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 
高职院校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党建工作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挖掘。通过对数据

的深度分析，可以发现党建工作的规律和趋势，为党建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数据分析还可以

帮助高职院校精准把握党员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2. 应用策略 

1) 强化组织领导与政策支持 
高职院校应成立数字党建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数字党建工作。同时，学

校应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数字党建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为数字党建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

支持。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党建需要一支既懂党建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高职院校应加强对现有党建工作人员的培

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和技术能力。同时，学校还应积极引进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人才，充实

数字党建工作队伍[13]。 
3) 注重创新实践与经验总结 
数字党建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高职院校应鼓励和支持党建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探索新的应用模式

和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数字党建工作。同时，学校还应加强与其他高校、企业等单位的

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党建的创新发展。 
4) 确保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在推进数字党建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学校应建立健全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措施，确保党建平台和数据的安全可靠。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对党员个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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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14]。 

5. 案例分析：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实践与成效 

为深入探究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具体应用及其成效，本部分选取几所典型高职院校作为案例进

行分析。通过详细剖析这些案例，旨在揭示数字党建在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与潜在价

值。 
案例一：某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与应用 
该职业技术学院较早地意识到了数字党建的重要性，并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了数字党建平台。该平台

集党员信息管理、在线学习、活动组织、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党建工作的全面数字化。通过

该平台，党员可以随时随地参与组织生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15]。 
 
Table 1.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arty building platform 
表 1. 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与应用 

分析维度 具体情况 专业视角分析 

平台构建与

技术应用 

1) 采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实现平台的高可

用性和弹性扩展 
云计算技术能够确保平台在面对大量用户访问时依

然稳定可靠，并支持未来用户增长 

2)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党员信息的智能化

管理和分析 
大数据技术可以深度挖掘党员信息中的价值，为决策

提供有力支撑 

3) 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后期维护和功

能扩展 
模块化设计使得平台在功能迭代和更新时更加灵活，

减少维护成本 

功能设置与

用户体验 

1) 党员信息管理模块：实现党员信息的全面

记录、查询和更新 
精细化的信息管理有助于提升党建工作的规范性和

效率 

2) 在线学习模块：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支

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 
个性化学习路径有助于满足不同党员的学习需求，提

升学习效果 

3) 活动组织模块：支持线上活动发布、报名

和统计，实现活动的高效组织 线上活动组织可以突破地域限制，提高活动参与度 

4) 互动交流模块：提供党员间的即时通讯和

论坛交流功能 互动交流有助于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组织的凝聚力 

成效与影响 

1) 党员参与度显著提升，平台日均活跃度大

幅提升 
数字化平台使得党建工作更加便捷，吸引了更多党员

的积极参与 

2) 党建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工作流程更

加简化 
数字化管理减少了传统纸质文档的使用，提高了工作

效率 

3) 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分析，为学院党建工作

提供了有力支持 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使得党建工作更加科学、精准 

问题与挑战 

1) 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需要加强平台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党员信息的安全 

2) 党员的数字素养和平台应用能力参差不齐 需要加强数字党建培训，提高党员的数字应用能力 

3) 平台功能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需要根据党员的需求反馈，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提升

用户体验 
 

表 1 从专业视角对某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与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涵盖了平台构建、

功能设置、成效与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等方面。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

实际应用情况，并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数字党建平台的推动下，该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员参与度明显提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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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同时，数字党建平台还为学院提供了大量的党建数据资源，为科学决

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案例二：某高职学院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党建工作 
该高职学院在数字党建实践中，注重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党建工作进行深度分析。学院通过收集和分

析党员的学习、活动、交流等数据，精准把握了党员的需求和偏好，为个性化教育和服务提供了数据支

撑。 
 
Table 2. Use big data analysis to optimize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sheet 
表 2. 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党建工作表 

分析维度 具体情况 专业视角分析 

数据采集范

围 

1) 党员学习数据：包括学习时长、课程完成度、

成绩等 
通过学习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党员的学习状态和需

求，为个性化学习路径提供依据 

2) 党员活动数据：包括参与活动的频次、种类、

反馈等 
活动数据分析有助于了解党员的兴趣和参与度，优化

活动设计 

3) 党员交流数据：包括在线论坛发言、互动交

流频率等 
交流数据分析能够揭示党员的思想动态和社交需求，

为党建工作提供指导 

大数据分析

应用 

1) 党员需求精准把握：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党

员的不同需求和偏好 精准把握党员需求是实现个性化党建服务的关键 

2) 个性化教育服务提供：根据学习数据，为党

员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推荐 个性化教育有助于提高党员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3) 活动优化调整：基于活动数据分析，调整活

动内容和形式，提升活动吸引力 活动优化有助于增强党员的参与感和组织凝聚力 

优化措施与

效果 

1) 学习资源个性化推荐：为党员提供与其学习

进度和兴趣相匹配的课程 个性化学习资源提高了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 

2) 活动内容与形式创新：根据党员需求，设计

更加贴近实际、有趣味性的活动 活动创新提升了党员的参与度和活动效果 

3) 党建工作效率提升：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使

得党建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数据驱动的党建工作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针对性 

挑战与改进 

1) 数据质量与准确性问题：需要确保采集的数

据真实、完整 提高数据质量是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加强数据的安全管理

和隐私保护措施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大数据分析不可忽视的方面 

3) 数据分析人才缺乏：培养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的党建工作人员 人才是推动大数据分析在党建工作中应用的关键 

 

表 2 从专业视角对某高职学院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党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涵盖了数据采集范

围、大数据分析应用、优化措施与效果以及存在的挑战与改进等方面。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大数据分

析在优化党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该高职学院对党建工作进行了优化调整。例如，根据党员的学习进度和成

绩，为不同层次的党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课程推荐；根据党员的活动参与情况，调整活动内容和

形式，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度。这些优化措施使得党建工作更加贴近党员实际，提高了党建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16]。 
案例三：某高职院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党建活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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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高职院校在数字党建实践中，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学院利用数字党建平台

发布活动信息、组织线上讨论和交流，同时结合线下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了党员流；线下，学

院则组织了实地参观、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让党员在实践中深化对党史的理解和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Table 3. Innovation table of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ties 
表 3.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党建活动创新表 

分析维度 具体情况 专业视角分析 

活动背景 
与定位 

结合时代要求和院校特色，定位党

建活动创新方向 
精准把握时代背景，紧扣高职院校育人目标，为党建活动创

新提供明确方向 

线上活动设计 

1) 党建平台功能完善：支持信息发

布、在线学习、交流互动等 
平台设计体现教育性、互动性、便捷性，满足党员多元化需

求 
2) 线上学习资源优化：提供党史学

习、政策解读等高质量内容 内容筛选严谨，注重时效性和针对性，提升党员学习质量 

3) 线上互动机制建立：设立讨论区、

线上问答等互动环节 互动机制有助于激发党员参与热情，促进思想交流 

线下活动实施 

1) 实践活动丰富多样：包括志愿服

务、主题党日、实地考察等 实践活动注重体验感、参与感，提升党员对党的认识与认同 

2) 实践活动组织规范：明确活动目

标、流程与要求 规范的组织流程有助于确保活动质量，提升活动效果 

3) 实践活动反馈机制建立：收集党

员反馈，持续改进活动 反馈机制有助于了解党员需求，优化活动设计 

线上线下 
融合策略 

1) 活动信息同步更新：线上线下平

台信息保持一致 确保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提高活动宣传效果 

2) 线上线下互动衔接：线上活动引

导线下参与，线下活动反馈线上 互动衔接有助于形成闭环，提升活动参与度 

3) 线上线下成果共享：线上展示活

动成果，线下表彰优秀个人和团队 成果共享有助于增强党员荣誉感，提升组织凝聚力 

创新成效评估 1) 党员参与度显著提升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更多党员积极参与 

 
2) 活动质量明显提高 线上线下活动相互补充，提升活动的整体质量和效果 

3) 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增强 党员在共同参与活动中形成共识，增强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存在问题与改

进建议 

1) 线上平台功能需进一步完善 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平台稳定性和用户体验 

2) 线下活动形式需不断创新 结合时代特点，探索更多新颖、有趣的线下活动形式 

3) 线上线下融合度需进一步加强 优化融合策略，实现线上线下活动的无缝对接和互补效应 
 

表 3 从活动背景与定位、线上活动设计、线下活动实施、线上线下融合策略、创新成效评估以及存

在问题与改进建议等多个维度对案例三进行了深入的专业分析。这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党建活动创新在高职院校中的实践情况，并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改进方向。 
例如，学院曾组织了一次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主题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党建

活动。在线上，学院通过数字党建平台发布了活动信息和相关学习资料，引导党员自主学习和交对党的

感情。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形式，既提高了党员的参与度，又增强了活动的实效性。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通

过构建数字党建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手段，高职院校可以实现对党建工作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管

理，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数字党建还可以推动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提升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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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创新手段，对于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数字党建的优势，加强党建工作创新，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提供坚强保障。然而，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如何确保

数字党建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如何有效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党建工作的无缝对接？如何运用新

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这些问题需要高职院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 
综上所述，数字党建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未

来，高职院校应继续加强数字党建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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