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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

聚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辅导员队伍
孔媛媛 济宁报道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忘初

心、躬耕乐道，勇担使命、潜心育

人，他们为学生插上信仰的翅膀、

指明前行的方向，他们用自己的

青春陪伴学生成长成才，他们就

是可敬可爱的辅导员。

济宁医学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遵循“科学管理、专业培

养、多样发展”的建设思路，全力

建设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实践

型”的辅导员队伍。 学院开展“十佳辅导员”评选。

学院开展辅导员素质能力培训。

辅导员为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培训。

辅导员带领学生参加第十四届“挑战杯”技能大赛。

辅导员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聚焦培养模式
打造专业队伍

济宁医学院全力打造“学习型”队伍。坚

持政治理论与专业技能学习相结合，每年组

织开展辅导员培训，鼓励和支持辅导员参加

国内高校交流研讨活动。实施“强基计划”，组

织辅导员“学讲话”“学精神”读书会，组建“党

史宣讲团”“党的二十大报告宣讲团”等，不断

提升辅导员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实施“强技

计划”，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国家级、省级、校

级各类培训，保证辅导员“培训提升有平台、

日常学习有途径”。

全力打造“实践型”队伍。重视辅导员和

班主任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能力提升，确保

每位老师掌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干预

策略。目前，学院有30余名辅导员持有国家三

级心理咨询师资质，1名辅导员持有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资质。辅导员已成为学生心理疾

病预防和危机干预的第一道防线，能够及时

发现和甄别问题并防患于未然。

全力建设“研究型”队伍。培育建设辅导

员领航工作室，开展“湖畔讲坛”，支持辅导员

结合学科发展等开展课题研究，探讨解决医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问

题，推进医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

践研究。

聚焦考评激励
拓展职业空间

为科学评定辅导员的工作，济宁医学院

构建了多元化考核体系。制定了辅导员绩效

考核相关制度，建立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

补充，学生评议、学院评价、领导小组评议相

结合的考核指标体系。

围绕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全面考察

辅导员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育人成效。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辅导员评

奖评优、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挂钩，将育人

“软指标”变成“硬约束”。

同时，不断完善差异化激励机制。根据考

核办法，实行差异化绩效薪酬待遇和岗位津

贴。设立辅导员通话补贴、优秀辅导员奖励等

经费，保障辅导员工作待遇。实施“强效计

划”，组织校级“十佳辅导员”“辅导员标兵”评

选，举办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推荐多人参加

省级比赛及先进典型的评选，先后有15名辅

导员获评“山东省优秀辅导员”，两名辅导员

获评“山东省百优骨干辅导员”。

畅通一体化晋升渠道，强化辅导员高校

教师与管理干部的双重身份，落实双重待遇，

实现职务职级“双线”晋升。把辅导员队伍作

为青年后备干部、党政管理干部、学科专业骨

干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来源，始终把辅导员队

伍作为储备干部的“蓄水池”。2021年以来，共

有47名辅导员先后到二级学院、行政、党务等

部门任职。

济宁医学院将进一步增强战略眼光、政

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把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一支高素质、高质

量、高水平的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辅导员队

伍，助力构建全要素同心同向，全方位同频共

振的工作新格局。

聚焦师德师风

健全体制机制

济宁医学院不断健全体制机

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双

责任”的带头机制，定期召开专题

会议，分析、研究、部署辅导员队

伍建设工作，推动形成“党委集中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学生工

作处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

履职尽责、协同配合”的辅导员队

伍建设格局。

同时，制定辅导员队伍建设

相关文件，科学规划和系统设计

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明确辅导

员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职

责、发展方向和职业道路等，推动

辅导员育人工作向制度化和规范

化发展。出台了师德师风建设相

关文件，严把辅导员资格和准入

制度，在考评奖励中严格落实“一

票否决”，引导辅导员将日常育人

和自我修养相结合，以优良的师

风带动学风。

聚焦选拔选聘

加强配备力度

持续加强专职辅导员配备，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

风正”的总体要求，坚持高要求选

聘、高标准配备，确保“源头工

程”。坚持不断实行多层次选拔、

多元化培养、多平台锻炼和多维

度发展，培养一批基础扎实、专业

过硬的专职辅导员队伍。

同时，重视兼职辅导员(班主

任)选配。优化队伍结构、凝聚育

人合力，按照“以专为主、专兼结

合”的原则，鼓励符合岗位能力要

求的专业教师、党政干部等担任

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充分发挥

教师协同联动作用，形成“专职辅

导员+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的育

人构架，强化专业和思想引导，实

现校内自然班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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