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5 日，每月一度的复

旦大学分党委书记座谈会在光

华楼30楼举行。与以往不同的

是，会议现场每位二级党委书

记都拿到了一份个性化、定制

化的师生急难愁盼实事项目落

实清单。

在一个多月前的分党委书

记会上，校党委书记裘新向二级

分党委书记们“微信出题”，要求

各位分党委书记“站在光华楼上

提问题”，即站在学校全局高度，

每人提出一个师生急难愁盼事

项。当天，“微信出题”的答卷结

果揭晓，同时也开启了下半篇文

章的“考题”：如何“站在邯郸路

上解问题”？

请“二当家”当“大家”

为何提出“请‘二当家’当

‘大家’”？裘新阐释，“大家”是

指学校大家庭，“二当家”是指二

级党委、二级单位的“当家人”，

同时也突出院系“当家人”对“大

家”的好坏兴衰负有重要责任；

突出“当”字，鼓励“二当家”主动

担当；加个“请”字，说明这次是

主动邀请与主动参与的关系。

从上半篇“站在光华楼上提

问题”，到下半篇“站在邯郸路上

解问题”，全篇中心思想是通过

主题教育中的一个案例，共同探

讨和实践：作为学校“中场线”的

“关键少数”，如何为学校事业发

展发挥好“关键作用”。

如何书写好上下半篇文

章？“二当家”们既要跳出一隅看

全局看全校，突破“一亩三分

地”，跳出眼前看长远看本质；也

要突破“纸上谈兵”的束缚和“望

梅止渴”的限制，站在师生中间，

亲身参与解题团队，聚合各方力

量，完成问题整改。上下篇章连

缀成文，形成出题、破题、解题的

闭环。

上半篇文章，42位“二当家”

的微信回答汇总形成 60 页、2.6

万多字的《关于师生急难愁盼事

项有关思考的汇编资料》，梳理

出66条问题清单；问题涵盖学校

发展多个领域，49条是涉及学校

事业发展全局的事项，占比74%，

符合“站在光华楼上”、从学校党

委层面看问题；48项需要多部门

协同解决，占比73%，体现问题的

集成性和综合性，需要各部门同

向发力、一体推进。

这66个问题，均已纳入学校

主题教育的调查研究和检视整

改工作。下半篇文章，请“二当

家”们全过程、全方位参与到急

难愁盼事项的解决中，通过与联

系人的一对一沟通、与职能部门

的深度交流，成为问题解决团队

的“观察员”“运动员”“裁判员”。

“二当家”要当好三个角色

请“二当家”当“大家”，文章

立意已明晰，解决机制已创立，

落实清单也明确，“二当家”们即

将与相关职能部处一起，站在邯

郸路上解问题。这时，他们有了

三个角色，做好“三个员”：观察

员、运动员、裁判员。

怎样当好“观察员”？“二当

家”们不仅要通过观察发现师生

的需求和问题的症结，也要通过

深入的沟通交流，去深入了解学

校各部门解决问题的资源和路

径。各部处要习惯向“二当家”

们“交底”，要当“大家”必须先准

确知道家底从哪儿来、有多少。

搞清“理想国”和“现实国”的距

离，才能找到合适渡河的“船”和

“桥”。

怎样做好“运动员”？鼓励

“二当家”们协同部处一起想办

法解决问题，双方就像在共骑双

人自行车或共踩脚踏船，共同把

方向、想对策，然后由相关部门

去负责操作。同时鼓励“二当

家”以自己单位为近水楼台，先

行先试。

如何当好“裁判员”？问题

解决得好不好，一线师生最有发

言权。“二当家”们代表院系和师

生，熟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

将在解决问题的成效评估上发

挥关键作用。

“当家”不是“过家家”

做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上

下篇文章，是项严肃的政治任

务，不是图上作业，不能点到为

止，必须言必行、行必果。

66个问题，已纳入主题教育

急难愁盼专题组的“旦愿问题清

单库”，都要逐项销号。其中，三

分之一融入“切问近思”大调研8

个专题组的调研和整改工作，三

分之二指定主责部门牵头解决。

每个问题都明确解决路

径、预期目标和落实时限，每

个建议都有落实牵头部门和

联系人，保证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

会上，42 位分党委书记与

33位部处负责人间隔就座。这

是根据 66 个问题，将提问题的

“二当家”与对应职能部门的联

系人，进行“1+1”配对。

“1+1”会商解决机制，为“二

当家”当好“大家”提供机制助

力。通过这一机制，提问人、联

络人对接，形成“同题共答”的关

系，以亲密的沟通合作实现“有

问必答”，将66项任务按照主题

教育的工作节奏逐项推进落地。

“中场线”是“当家花旦”

近年来，学校党委在办学治

校实践中，总结出了“三线联动”

工作机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中心线”、院系党的领导

“中场线”、党支部建设“生命

线”。三线联动确保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一线贯通”，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发展动

能。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当前

“三线”之中最关键是“中场线”。

这次“微信出题”，最核心最

根本的是通过“同题共答”，探索

学校党委“中心线”和二级党委

“中场线”怎样真正形成大学内

部治理的合力，这是对学校核心

运行机制的规律性思考和实践。

鼓励“中场线”真正参与到

学校治理中来，抓住主题教育契

机推动师生急难愁盼问题的凝

练、分析和解决，进而推动完善

“师生有所呼，学校必有应”的日

常工作机制。每位“二当家”都

是“当家花旦”，共同作好调查研

究下半篇文章。

“微信出题”是复旦大学在

主题教育中的一个创新案例探

索。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加

强学校党委“中心线”与院系党

组织“中场线”的双向联动，一

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

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

让讲真话 、解难题、办实事在

全校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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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近思”大调研

作为学校主题教育“切问近思”大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创新“答题模式”，邀请提出问题的每位二级党委书记参与到

自己所提问题的解决团队中，共同完成整改。本着“请‘二当家

’当‘大家’”的理念，请办学治院的每名“二当家”都能站在办学

治校的“大家”角度，充分参与到推动学校“第一个复旦”建设的

全方位全过程中，真正让“中场线”参与到学校治理中来。

（上接第1版）

把建设世界一流人才队伍
放在最核心位置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科技

是关键。基础研究的发展与竞

争，归根到底靠高水平人才。

上海全面落实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把建设高水平人才高

地作为人才工作的总抓手、总牵

引，努力在人才强国雁阵格局中

发挥头雁效应，彰显国际化人才

导向，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

聚焦重点产业和基础研究领域，

造就战略人才力量。

大学能为上海带来什么？

上海能为大学带来什么？“大学

与城市、复旦与上海，理应双向

奔赴。”金力说，学校切问“城之

要者”，积极实施“大人才战略”，

主动服务融入上海加快建设高

水平人才高地的战略任务，找准

契合点，善用上海优势，充分依

托上海各类政策和平台引育人

才，力争成为上海向全球引才引

智的重要窗口、拔尖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源头、人才政策改革的重要场

景。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觅优

秀人才而育之、造就拔尖创新人

才、深化人才发展改革。

把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能级
作为最核心任务

“没有基础研究，创新就是

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复旦大

学以基础研究见长，要建设世

界顶尖大学，首先我们的基础

学科要成为世界顶尖的基础学

科。”金力强调，强化创新策源

是“第一个复旦”建设的第一动

力，要充分发挥原创引领、要素

聚合、平台带动、服务辐射的创

新策源功能，培育壮大战略科

研力量。要构建基础研究支持

体系、坚持有组织科研和自由

探索两条腿走路，要打造国家

战略科技力、涵养学科交叉开

放生态、推动科研创新范式变

革、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金力强调，近期，全校围绕

创新强国使命实施“切问近思”

大调研和“融入上海”大走访，作

为主题教育实践载体。我们将

全力落实党中央对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把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全面

融入上海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国

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校党政领导、党委常委，上

海医学院党政领导，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全体处级干部，在校

师生代表等参加党课。常务副

校长许征主持党课。本次党课

除主会场相辉堂南堂外，同时在

枫林校区康泉图书馆设立分会

场，附属医院通过校内视频转播

的方式线上集中参加。

本报记者殷梦昊

金力给师生讲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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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二当家”当“大家”
站在邯郸路上解问题，做好观察员、运动员、裁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