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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      
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任

务和关键环节，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也是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实效的重要标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西北大学坚持把关注大事与细节、长期与当下相统一，把实

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形成了一批服务国家社会需求、促进

学校事业发展、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的惠民举措和长

效机制，将办实事做到情感深处、发展要处、战略高处。 

立足主责主业，聚焦重点高位推动。坚守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历史使命，紧扣学校人才培养根本任务，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我为群

众办实事”推动学校事业全面发展，以学校高质量发展成果

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明确“1234”的工作思路，即：树

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确定对接国家社会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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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两个目标”；坚持以教职工为

主体、以学生为主人、以育人为主业的“三主原则”；做好

教职工职业发展、便利生活，学生成长成才、快乐学习的“四

个服务”。以办实事的效果如何、师生满意不满意为检验标

准，聚焦制约学校发展的重点问题、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

推动力量下沉，主动开门问需，共收集意见建议 299 条。着

眼于“办什么”“怎么办”“谁来办”“如何办实办好”等方

面，多次召开部署协调会，梳理形成了校级层面涵盖质量提

升、困难帮扶、生活服务、简化流程等 4 大类 39 条问题清

单，推出一系列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招硬招，排出时间表，划

定路线图，明确实践路径，通过领导带头领办，紧盯重点问

题督查督办，化解了一批急难愁盼的痛点难点问题，将师生

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解决问题的“履职清单”。 

服务国家需求，围绕焦点全力驱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我校牵头提交的关于 CCUS 大科学装置信函作出的重

要批示精神，推动 CCUS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榆林市

共建碳中和科创中心、成立碳中和学院，为实现国家碳达峰

目标、碳中和愿景贡献“西大智慧”。积极响应国家在我校

建立“中亚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的提议，推动开放

共享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学术繁荣、

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

认同感，目前，全省首个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已获批建设。聚焦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对口

帮扶安康市平利县、商洛市黄山村等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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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易返致贫人员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常态化参与文化

下乡、全民科普和普法宣传等服务活动 206人次，开展技能

培训 10 期，培训贫困群众 248 人，完成消费扶贫 190 余万

元，资助黄山村升学贫困学生 38 人，促进了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助推高质量发展，突出要点上下联动。服务教学一线，

投入资金力量建成 116 间“智慧教室”，完成老旧黑板更新

换代。做优第二课堂育人体系，开辟 1200 平米空间，建成

包含录演厅、创客工作室、第二课堂体验区、创业工作坊等

功能区域的“三创”空间，为青年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创造条

件。深化“树魂立德”育人工程，重点培育“红桅杆”理论

学习社团和各类宣讲团，开展理论宣讲 100余场。充实大学

生生活导师队伍，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开展系列服务育人活

动等，强化学生公寓的育人功能。推进教师职务评聘改革，

研究制定《西北大学教师职务评聘办法（暂行）》，破除“五

唯”顽瘴痼疾，完善教师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校院科研工作

对接机制，提供“订单式”服务，形成精准服务清单，推动

管理重心下移、管理流程再造、服务流程优化，确保全面深

化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学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4项，资助率达到 24.87%、较

上年增长 9.92%，国家社科基金获批 31 项，位列全国第 25

位。植物与动物科学新进 ESI全球前 1%，总数达到 8 个，主

要办学指标取得了新进展。 

回应师生关切，切中痛点精准促动。聚焦师生反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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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开展联系师生“大走访”、民生难题“大排查”、服

务师生“大提升”行动。启动实施长安校区家属区充电设备

建设项目，增建 3 套充电设备，彻底解决了电动车充电难问

题。对长安校区玉兰苑朴园餐厅进行升级改造，完成了 17

个用餐包间和自助用餐两大餐饮功能区建设，实现多样化用

餐。开辟声乐教室，举办智能手机培训，帮助离退休教职工

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开通两校区图书传递服务，打破图书借

阅壁垒。坚持敞开大门走出去，选派 10 名优秀研究生组成

支教团赴富平县开展支教工作，与富平县莲湖学校开展“联

学共建”。组织师生党员服务智障人士、普及科学知识、开

展义诊活动等，累计服务师生群众 2000余人次。“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学校先后投入资金 300 余万元，

通过改造家属区便民店、升级电表箱、建成生活记忆馆，优

化网上办事流程等一系惠民举措，改善了师生学习生活设施

和环境，切实将师生员工的急事难事变成了让人满意的暖心

事。 

构建长效机制，夯实支点全面带动。完善制度机制，确

保“我为群众办实事”常态长效。构建学用结合机制。深化

拓展学校整体学、院系精准学、支部深化学“三位一体”学

习模式，探索实施以每日一学、每月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个

人选学自学为内容的“365+12+X”学习教育机制，着力提高

校内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将理论学习同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相结合，突出

“无字”专题，通过深入基层调研解决实际问题，把党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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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动力。构建清单管理机制。按照

“切口小、发力准、效果好”标准，完善办实事清单，实现

清单内容、责任人员、解决措施、完成时限“四个明确”，

通过台账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定期督导、跟踪问效，确保

事情办不完不松劲、办不彻底不放手、师生不认可不罢休。

把办实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坚持清单内容向师生公布，完

成情况及时向师生通报，以实际成效取信于师生。构建服务

保障机制。以党建活动项目制为依托，开展“学好党的理论、

讲好党的故事、树好党员形象，争创先进党组织、争当优秀

党员”的“三好两争”活动。创新开展校园趣味志愿活动，

在图书馆、餐厅、快递驿站等地点设置服务项目，强化师生

党员服务意识和能力。通过建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开展

支部结对共建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功能作

用，让办实事成为党员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的平台，切

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解决突出问题、推动学校各项

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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