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委员会 

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党委（党

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5〕

52 号）文件精神，《上海市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明确党

委和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切实担负起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

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学校党委书记是第一负责人，应

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

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

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分

管领导是直接负责人，协助党委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党

委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

门、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

责任。 

第三条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

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

责任制，纳入目标管理，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

考核。 



 

第二章  责任主体 

第四条 学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

第一责任人。按照“党政同责”原则，校长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

负重要责任。党委书记和校长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

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

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

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抓好

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

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业务领域和联系系（部）的意识

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五条 学校党委宣传部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统筹、

组织、协调、督查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学校各职能部门要在学校

党委的领导下，做好主管业务领域和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

落实专人管理，完善工作机制。 

第六条 各党总支、直属支部对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

责任。党总支书记、直属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把意识

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层层落实下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

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

对分管领域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三章 责任清单 

第七条 学校党委主要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是： 



（一）把握正确方向导向的责任。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上级

党组织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把意识

形态工作的责任落实到工作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 

（二）加强课堂教育教学管理的责任。建立健全课堂教学

管理办法和管理体系，划定课堂教学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和红线，

严格执行关于课堂教学管理、教师教学考核、教学过程督导等制

度，切实加强课堂管理。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建设地位。

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专业教材的编写、选

用要严把政治关。认真做好引进教材的内容审查，严把政治关。 

（三）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管理的责任。按照“谁主办、谁

负责，谁审批、谁监管”原则，实行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

论坛等的审批监管制度，严把场地、人员、内容等关键环节。坚

持党管媒体原则，完善媒体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管理制度，严格

执行校园网、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会堂等有关管理规定，

加强对宗教及宗教思想传播的管理等管理制度，加强新兴媒体管

理。建立健全社团管理制度，坚持社团成立审批和年检制度，加

强对各类社团的管理，配备得力的指导教师，强化思想政治导向。 

（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的责任。加强校园网络文化

建设，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提升校



园网络平台的吸引力和黏着力。建立网络舆情常态监测和预警机

制、网络舆情联合应对处置机制，坚持正面舆论导向，积极主动

地开展网上舆论斗争。健全网站信息内容更新的保障机制，及时

排查学校网站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置网络舆情。 

（五）领导、组织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处置的责任。

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敢

抓敢管，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妥善处理校园意识

形态突发事件。对坚持错误思想的重点人，加强教育引导，做好

转化工作。对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

员干部，应当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六）加强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的责任。坚持教育和宗教

相分离原则，严禁传播宗教、发展信徒，严禁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散发宗教类出版物及宣传

品。 

（七）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师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加强教师聘用、考核评审中的政治立场考察，

将思想政治表现和课堂教学要求与职称评定、评优奖励等挂钩，

严把政治关口。加强知识分子工作，注重从优秀青年师生和教学

骨干中发展党员。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知识分子制度，加强与党外



人士的联系和交流，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注

意同知识分子交朋友。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引导服务工作。   

  

第四章 责任落实 

第八条 学校党委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每半年

专题研究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定期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向。领导班子成员要把意识形态工作

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

议。 

第九条 学校党委成立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对全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切实形成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政办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的工作格局，指导和督促检查各级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 

第十条 党委宣传部作为统筹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要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抓好落实

的职责，每年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一次专题督查，向学校党委报

告督查情况。 

第十一条 学校各部门在校党委领导下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意

识形态工作。 

（一）纪检监察部门要把落实中央、上级党委和学院党委关

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情况，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 



（二）组织人事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把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情况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责任管理体系，作为干部考

核的重要内容。干部考察要突出把好政治关，注重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的考察，把那些敢抓敢管、善于做

意识形态工作、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优秀干部充实到领导岗

位上来，对那些能力素质不适应不适合的干部及时作出调整。重

要领导岗位的选人用人要对理想信念、立德树人、纪律规矩等方

面存在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 

（三）统战部要履行抓好全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识

形态工作的职责。 

（四）学生工作部和团委要履行抓好全院学生的意识形态工

作的职责。 

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支部每半年要专题研究

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并向学校党委汇报，领导班子成员要把意识

形态工作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

监督和评议。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成立本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机构，健全工作机制。 

第十三条 健全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和重点工作的监管制度。

严格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审批制度。

根据“谁主管谁负责”和“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宣传部对学

校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宣传栏等负有监管职责；教务处对课堂

教学活动负有监管职责；学生工作部、团委对各类思想文化类社



团负有监管职责，对校园内宗教活动及宗教思想传播负有监管职

责；学生处负责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国际交流

处对涉外事项和涉外人员的意识形态工作负有监管职责。各部门

对本单位所辖范围内的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和工作，各类办公、教

学、科研、生活和文化场所的意识形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考核机制，

明确检查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责”

的要求，层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的检查考核工作在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宣传部和

人事处联合组织实施,每年安排一次，重点检查考核各二级学院

党总支、直属支部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情况；完成年度意

识形态工作任务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

责的情况；意识形态工作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和遵守情况；意识

形态工作在各项工作中的落实情况等。检查考核情况在适当范围

内通报，对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并督促整

改落实。 

第十五条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宣传思想

工作一线队伍建设，选优配强宣传思想部门人员，切实加强思想

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和辅导员等队伍建设，确保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干部队伍坚强有力，认真研究和解决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

队伍在编制、人员配备、基本待遇、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能严格执行党



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能胜任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干部进行

及时调整。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进行

通报批评，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一）对党中央或者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的重大宣传教育任

务、重大思想舆论斗争组织开展不力的； 

（二）在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上，党政一把手没有站

在第一线、没有带头与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 

（三）职责范围内发生由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

应对不力、处置不当的； 

（四）对本部门本单位发现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隐瞒不报、

不予重视、不予处置的； 

（五）对所管理的党员干部和师生公开发表违背党章、党的

决定决议和政策的言论放任不管、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 

（六）职责范围内的课堂教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

坛等有发表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言论，造

成严重影响的； 



（七）职责范围内编写的教材、公开发表的课题研究成果和

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文艺作品等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严重错误导向

的； 

（八）丧失对管理范围内新闻网站、新媒体等宣传思想文化

阵地的领导权和实际控制权，所属新闻媒体出现严重错误导向的； 

（九）职责范围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的； 

（十）对本单位举行的对外交流活动、学术交流合作、中外

联合办学等管理不到位，出现严重政治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对本部门本单位海外引进人才考察审核不严、管理

不到位，出现严重意识形态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二）职责范围内出现境外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各种

基金会等进行政治渗透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三）其他未能切实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七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有本细则第十五条所列情形，

但具有下列情节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责任：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及时如实报告并主动查处和

纠正，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处理，主动承担责任的； 

（三）认真整改，成效明显的。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有本办法第十五条所列情形，并具有下

列情节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追究责任： 

（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掩盖、袒护的； 



（二）对发生的问题推卸、转嫁责任的； 

（三）干扰、阻碍、对抗组织调查处理的； 

（四） 因领导不力导致直接管辖范围内连续发生违规违纪

问题的。 

第十八条 实施责任追究应当实事求是，分清集体责任和个

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追究集体责任时，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和直接分管的领导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

任，参与决策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策提

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错误决策由领

导干部个人决定或者批准的，追究该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 

第十九条 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由学校党委依据有关规定实施。宣传部和人事处可向学校党委、

纪委提出问责建议。对领导干部问责情况，由人事处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中共震旦职业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