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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三全育人”，人人有责

 2016年底全国高校思政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

 文件提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5项基本原则，第3项是: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

 2017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基本任务是充分发挥

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
挖掘育人要素，完善育人机制，优化评价激励，强化实施保障，切实构建“十大”育人体系。



思考一：“三全育人”，人人有责

 怎么理解全员？先把单位摆进去，再把职工摆进去

 后勤一直倡导：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

 故事一：服务育人的由来

服务育人的理念由来已久。1985年11月28日，根据党中

央关于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时任我校后勤党委书记的钱

锡康老师在学校第十七期后勤通讯上主持刊登了一封同学的感

谢信并作编者按。这是经管学院赵维柏同学感谢14号楼楼长刘

淑琴、值班师傅和水暖修理工人的信，编者按指出后勤工作不

仅为培养学生提供学习、工作、生活的物质条件，还应当提供

“服务育人”，以优质的服务去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寓教育

于服务之中。服务育人的理念，就此在清华扎根、延续，进而

在全国高校传播。



思考一：“三全育人”，人人有责

 怎么理解全员？先把单位摆进去，再把职工摆进去

 故事二：老物件展览馆（文化传承，文化育人）

※新职工培训 ※校友参观 ※学生会、研究生会同学参观

孙焕明老师和北京高校订票1号章

王桂兰楼长退休时楼内同学签名留念



思考一：“三全育人”，人人有责

 中央：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

 教育部：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 “十大”育人体
系。

上述七育人中的五个，十育人中的五到八个，学生公寓工作都是相关的，还有环境育人，这样就
把单位摆进去了。

全员育人：怎么把每一个干部职工都摆进去？深刻体会工作的价值，增强归属感和荣誉感。

 住宿服务主要是间接育人，住宿教育主要是直接育人，都是育人！

 间接育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学生公寓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打扫卫生

 直接育人：促进提升大学生包括生活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

全过程育人：（维修故事）基础服务工作当中，一方面有本身的质量标准要求，另一方面也有直
接育人的内涵空间，要精心挖掘。

全方位育人：立足公寓阵地因地制宜发挥间接、直接育人作用，不求全。

直接育人：价值观，能力，知识；健全人格，全球胜任力，社会责任感，诚信，友善…



思考二：学生公寓工作的定位

 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场所，
更是高校重要的育人阵地。

 学生公寓是育人阵地，是服务窗口，
保障平台，成长空间。

 清华大学学生社区中心“十三五”
事业规划 的建设目标：国际化的

“生活学习型，共建共享型，绿色
智慧型”学生成长社区。

 公寓人的角色定位



思考三：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学生社区

 社区是社会学概念，是指由居住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019年5月，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更名为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简称学生社区中心。

 工服换了：西服变为运动服，衬衣变为polo衫，贴近学生，更有朝气。职工的心气更高了

 新logo 老logo



思考三：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学生社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习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强调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社区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

 学生社区建设的原则：学校领导、中心负责、沟通协商、部门协同，
学生参与、制度保障、科技支撑。

中央
精神

过渡

落地学
生社区



思考三：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学生社区

社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
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

学校部门和学生的关系。自身树立并引导学生
树立这样的意识：

 都是社区成员

 相互平等视之

 共建共治共享

这样就把学生都摆进来了。同时，部门要更为主导！

做法：

 丰富沟通渠道：家园网匿名提意见，校领导接待
日，下午茶，中心开放时间，社区积分……

 制度保障：最近刚刚出台

《清华大学学生社区沟通共建实施办法》

工作效果：有助于优化方案，有助于工作顺畅实施

育人效果：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思考四：社区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学校校园综合安全管理实行

三区联动机制

学生区：学生社区中心

家属区：街道办事处

教学办公区：保卫处

学生区

教学办公区

家属区

学生区坚持人防、物防、技防齐头并进，“特殊时期、特殊活
动、特殊人员”启动重点保障方案，检查消除隐患，保障学生社区
消防、治安、交通安全。（学生公寓夜间无工作人员，有门禁）

 人防： “365天*24小时”全天候巡逻，夜间闪灯不鸣笛

 物防：设立隔离桩，紫荆学生区机动车限行等

 技防：设立学生社区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全天候视频

监控，人员行动轨迹跟踪；安消一体化，统一中控

电动车治理：宿舍禁充；学生区限行限停；限制新生不限制老生

学生社区中心
负责日常安全



思考五：维修与基础设施运行是重要的保障

 分期建设设备监控中心，形成楼宇自控系统

 二次供水、配电、中央空调、电梯、生活热水

 联网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一体化精细维修，保证及时率

 逐步推广智能技术：

 智能水电表

 智慧照明

 电子门锁

 人脸识别等
365天*24小时



思考六：实行全区域综合服务和管理

设立学生社区总服务台

365天24小时全天候

服务所有学生公寓

实现全区域综合服务。

 报修

 咨询

 充值

 借钥匙

 远程开门



思考六：实行全区域综合服务和管理

安全、环境、秩序、卫生等实行全区域综合管理。

 环境监察：环卫，园林，废旧家具，施工等

全区域综合管理理念：

 责任大

 视野宽

 胸怀广

 强度高

关键：

主动协同

16%

23%
61%

2019年施工报备概况

零修（1万以下） 小型（1-100万）

大型（100万以上）

 施工管理：施工报备，收保证金，开
整改通知单，报备各类工程车辆

 门前三包：清理废旧自行车，将学生
区划分成4个区域，科室间联动，实
行“本楼筛查、集中堆放+区域清运、
统一治理”工作机制，每月清理



思考七：不断改善学生公寓功能和设备设施条件

功能

 住宿

 自习

配置

 水房

 卫生间

 凉水喷头

功能

 住宿

 自习

 研讨

 文体

 休闲

宿舍 公寓 书院升级配置 借鉴功能

配置

 水房

 卫生间

 热水喷头

 饮水机

 空调

 洗衣机、
烘干机、
洗鞋机

 自助售货
机（水、
咖啡、食
品等）

 微波炉

功能

 住宿

 自习

 教室

 图书馆

 文体

 休闲

 餐饮



思考七：不断改善学生公寓功能和设备设施条件

 学生公寓楼内活动空间

轻体育空间 多功能房 研讨间自习室 生活空间

 国际学生公寓活动空间

 学生社区活动中心



思考八：开展生活素质教育，发挥住宿教育作用

 2008年试点，2010年和学生部联合，正式组建公寓辅导员队伍，牵头开展以“安全，健康，
文明，自立，优雅”为目标的生活素质教育。

 特点：专职工作，职员系列，中共党员，硕士以上学位，每栋本科生公寓配备一名。



思考八：开展生活素质教育，发挥住宿教育作用

主要职责：

 学生生活素质培养

 学生勤工辅导

 社区劳动教育

 社区文化建设

 公寓管理服务

 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思考：优化组织架构，深化育人内涵，延伸覆盖范围



思考九：有求必应的服务，基本没有育人价值

 20年前出现过的哈根达斯冰淇淋，现在还是没有

学生要通宵教室，不给

直饮水机 VS 普通开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