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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学校召开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大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学校召开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成立大会。省委统战部知工处副处长周围，衡阳市委统战副

部长许卫，衡阳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向前；校党委书

记高山、党委副书记阳小华，以及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各职能

部门负责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阳小华主持会议。

学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代艳丽汇报了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一届一次会议选举情况。第一届理事会会长邱小平在发

言中表示，要集中学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智慧，加强相互间的

交流与合作，把知联会建设成学习教育的园地、人才培养的

基地、建言献策的品牌、服务社会的营盘、联谊交友的桥梁，

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许卫、向前分别代表衡阳市委统战部、衡阳市党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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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联谊会对学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周围代表省委统战部对我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

表示祝贺，并希望南华大学知联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把学校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把活动开展起来，把形象展

示出来，成为党外知识分子成长的快乐港湾、同心奋进的温

馨港湾、实现价值的梦想港湾，为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

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高山代表学校党委向长期关心与支持我校统战工作的

各位领导表示欢迎和感谢，对学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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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新当选的会长、理事及秘书长表示祝贺。他表示，学校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

出的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支持知联会工

作，重视党外知识分子中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充分发挥党外

知识分子作用。他强调，知联会是一个政治群体，要引导党

外知识分子加强理论学习，增强政治底蕴，把坚持和拥护党

的领导、热爱祖国、坚定“四个自信”等思想观念体现在各

项活动之中；知联会也是一个交流互助的群体，要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要彼此欣赏、共同进步、促进发展；

知联会是一个建功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群体，要根据每

个成员的特长和研究领域，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为学校发

展建言献策，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社会治理和

民生保障建言献策。

会前，举行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议，审

议通过了《南华大学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章程（草案）》，选

举产生了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邱小平当选为会长，黎赔肆、

韦星、钟警当选为副会长，邹志伟当选为秘书长，王宽当选

为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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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张灼华在湖南省两会建言献策

1 月 12 日-17 日，湖南两会在长沙召开。在此次湖南省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湖南

省委主委、我校校长张灼华就建设高水平专业化高校辅导员

队伍积极建言献策。

张灼华提议，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高等教

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更高的要求。

然而，当前我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存在人事编制受限、晋升发

展受阻等瓶颈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身份待遇有差别。

很多高校因事业编制总额限制，往往将有限的编制计划用来

引进学科专业教师，而对于辅导员则采取非事业编制的人事

代理制。这种因身份上的差别导致辅导员职业归属感不强、

思想不稳定，也难以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辅导员工作。二是

职业发展有堵点。虽然不少高校辅导员职称评聘时实现了单

独评审，但因高校内部的高级职称指标有限，导致辅导员职

称评定相对困难，普遍处于中级，专业化发展出现“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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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持续提升。

为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高校辅导员队伍，激励我省

广大辅导员自觉履行“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

的知心朋友”职责使命，更好地担负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时代重任，张灼华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单独设立高校辅导员编制。将高校辅导员的编制纳

入省级统筹，由省编办根据各高校的招生规模，按照教育部

规定的 1：200 的配备比例，核算确定各高校的专职辅导员

编制数量，单独下达，不占高校的事业编制计划，同时高校

也不能挪作他用。通过独立设置辅导员编制，确保各高校在

编制内按要求足额配齐专职辅导员，切实提升辅导员队伍的

职业归属感和认同度，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辅导员队伍，

确保队伍的稳定性。

二是单独设立高校辅导员职称指标。实行高校辅导员职

称评审单独分类、单列计划，由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统

筹，按照全省高校辅导员队伍总数核算辅导员岗位高级、中

级和初级职称比例和指标，分别制定评审标准，每年开展专

职辅导员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通过此项措施，激励

广大辅导员不断提升育人能力，真正实现专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