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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确保工作规范、专业、可持续开展。从高校教师、

公招考试、地方纪委中遴选调入，需建立科学有效的选

拔机制，注重政治标准、专业背景、业务能力。省委组

织部和省纪委监委在选拔派驻组干部时，应重点从高校

优秀处级干部或工作经验丰富的纪检监察干部中选拔。

为 稳 定 骨 干 ， 可 适 当 增 设 职 员 职 数 ， 避 免 优 秀 人 才 调

离。加强对校纪委委员、二级纪委书记的选任、考核和

评优，以激发干事创业激情。同时，建立派驻组组员的

有效退出和多渠道交流机制，清除不胜任者，有计划安

排到其他职位，推荐到地方纪委，确保专业人才充分使

用。根据高校需求，推荐优秀纪检监察干部交流到其他

管理岗位，完善双向交流机制，拓宽晋升发展渠道。

（三）加强自身学习和教育常态化

加 强 教 育 管 理 ， 铸 造 清 正 团 队 。 作 为 高 校 全 面 从

严治党的纪律力量，派驻组是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体，担

负治理职责，必须确保自身正派、有力、廉洁。为此，

派驻组需采取多措施，结合高校实际和党对纪检监察干

部的要求，借鉴教育整顿期间的有效经验，强化“全周

期管理”，以严格的基调、措施和氛围教育，规范团队

管理，引导组内成员培养坚定斗争的坚强意志、扎实本

领，模范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师

生监督，以高度自觉的态度不断自我加压，提升纪法业

务水平。强化思想磨炼，夯实信仰基础。真正领会党的

自我革命战略布局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清醒理

论促使政治信仰的坚定，巩固信仰基础，为深化高校政

治监督。强化政治锤炼，塑造政治忠诚。对党绝对忠诚

是纪检监察干部必备的首要政治品质。高校纪检工作的

任务是通过监督确保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障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维护高

校风气的纯正育人环境，切实推动“国之大者”“省之

大计”“校之大事”。

因 此 ， 高 校 派 驻 组 的 干 部 必 须 始 终 忠 诚 于 党 、 忠

诚 于 人 民 、 忠 诚 于 纪 检 监 察 事 业 、 忠 诚 于 高 等 教 育 事

业。为此，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带

头执行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师德师风要求，自觉传承红

色基因，把“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融入血脉化为

行动，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自查自纠，在谈心谈话中

听取批评意见，不断校正自身存在的政治、思想、作风

偏 差 ，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判 断 力 、 政 治 领 悟 力 、 政 治 执 行

力 ， 始 终 坚 守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的 政 治 底 色 。 强 化 实 践 锻

炼，提升履职能力。驻校纪检监察组要不断强化以案件

查办贯穿联通“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工作理念。强化轮

岗锻炼，提升实战本领。组内定期轮岗，让每位成员在

监督、审查、教育审理等岗位中得到锻炼；通过案例复

盘演练，增强把握规律、斗争本领。积极推荐参与省委

巡视和校内巡察，提高问题发现能力；有序选派参加省

纪委监委的办案提升计划和专案组，以案代训、以干代

训、跟班学习，培养专业骨干。突出专业培训，提高专

业素养。高校派驻组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财务、审

计等部门的专业训练，侧重谈话、文书、取证等技能培

训。突出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方面的业务

培训，邀请专家进行技能培训，组织模拟研讨和内外交

流学习，通过学习典型案例提升执纪执法水平。持续深

入开展思想政治、警示、纪法教育，提高政治、依规依

纪依法履职尽责的能力，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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