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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信息工作的重要性
’

孔成华

(盐城工专电气工程系
,

盐城
,

22 4 0 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社会和人们都开始重视信息
、

利用信息
,

现代社会也成了信息

的社会
。

信息是客观事物及其联系变化的最新反映
,

是向接收者报道未知的新内容
、

新知识的

消息
。

信息工作是管理活动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

在管理活动中
,

不管是对被管理系统实行有效的控制
、

引导
,

还是促进被管理对象的健康

发展 ;不管是管理中的决策活动
,

还是实施决策的工作
,

都必须首先对活生生的随时变化发展

的现实情况有真切的了解和把握
。

这些都是信息工作的任务
。

信息工作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

性就体现为一种先导作用
、

前提作用
。

高校信息工作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

第一
,

高校的改革离不开信息工作
。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

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
,

改革

都是高等教育中最富生命力
、

最活跃的因素
。

各种新鲜经验
、

各项独特创举
、

各类从未遇过的间

题
,

都大量存在
。

学校的领导者以及管理者若不能准确地掌握
、

分析这些
“
最新反映

”

就不可能

跟上形势
,

领导好这项改革
。

我校的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
、

教育教学改革的
“
一对一

、

两渗透
、

三

结合
”
培养模式

,

学生中实行高额奖学金制
、

淘汰制
、

双专科制
、

学分制等的实施
,

教师中引入聘

任制和课时津贴制 以及双师型
、

低职高聘
、

学科带头人
、

青年骨干教师等制度
,

学校管理中定

编
、

定岗
、

聘任
、

考核
、

津贴发放等制度的实施
,

后勤
“

小机关
、

多实体
”

体制的改革
。

这些改革的

不断成功和深入
,

无不说明信息工作对改革的推进作用
。

改革就是要求打破高校的封闭性
,

主

动与社会的各种信息发生密切的联系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作为科学技术密集的高校理应

要求高校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走向社会
、

走向实践
,

从生产第一线中获取
、

分析大量信息
,

作为

自己改革科研体制
、

调整课题结构的最主要的依据
,

因此高校的改革离不开信息工作
。

第二
,

高校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工作
。

高校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高校的发展表现在教学质量
、

人才质量
、

专业质量和学校规模的提高
。

我校从建立时的一个专

业
、

一个班
、

37 人发展到今天的 13 个专业
、

2O6 2( 全 日制 )人的过程中
,

学校领导几次到全省各

地用人单位调查毕业生情况
,

征求
“
用户

”

对
“

产品
”

的意见
,

弄清信息
,

总结工作教训
,

提出办学

和发展的策略
,

即主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办学特色
、

培养高等应用性人才的专科特色
、

办出为

地方培养急需人才的地方特色
。

为使我校成为全国高工专学校中颇有名气的学校
,

并成为全省

高校综合改革
、

扩大招收委培生
、

自费生的改革试点学校
,

信息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

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高校不能再躺在计划经济的怀抱
,

高校的发展更要求我们
“

瞄准
”

市场的需

求
,

在培养规格和专业设置方面做好灵敏
、

准确地分析大量信息的工作
。

第三
,

高校的常规教育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工作
。

日常的教育
、

教学
、

科研
、

产业
、

后勤
、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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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等工作的正常发展离不开有效的信息工作
。

比如科研工作
,

高校各学科的某一种科研成果
、

某一项项目研究的进展
,

如能通过信息工作及时
、

准确地反映
,

则无论对各单位科研工作的推

动
,

还是对整个学校从中总结规律发展科研事业
,

都是很有稗益的
。

我们经常做的总结表彰工

作
,

事实上就含有对 日常教学
、

科研工作中有价值信息的收集
、

处理和传递
。

第四
,

高校的稳定性离不开信息工作
。

改革和发展都需要有稳定的环境
。

况且
,

高校的稳

定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
。

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职工的思想状况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应

时刻把握好
,

抓好稳定性是高校管理者的责任
,

然而诱发不稳定的种种内
、

外因素都是客观存

在的
,

但这些不稳定因素如能被管理者及早发现
,

并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

妥善解决
,

防患于

未然
,

就可能将某些盲 目的群体行动疏导到正确方向上
,

不致酿成严重的后果
、

造成不 良影响
。

而这些健全
、

良好的信息工作也正是提供这一
“
及早发现

”

的前提
。

第五
,

各种校内校外关系离不开信息工作
。

作为高校深化改革
“
突破 口

”

的高校 内部管理体

制改革能在全国迅速
、

健康地铺开
,

重要原因就在于各兄弟院校
、

特别是试点学校的
“

内改
”

信

息通过各种形式及时
、

详尽地得到传播
,

相互取长补短
,

学习良好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

吸

取失败的教训
,

共同寻求发展
,

共同合作
,

形成友好的关系
。

第六
,

信息工作是学校重要的基础工作
。

高校的党委
、

领导只有及时地准确地 了解掌握信

息
,

才能把握全局
、

准确决策
,

有的放矢地做好各种工作
。

同时学校工作的部署
、

重大决策的改

革贯彻情况
,

包括贯彻中的问题
、

反映
、

建议
、

要求等能通过信息工作得到反馈
,

减少工作中的

失误
、

决策的错误
。

信息成了决策和计划的基础
,

成为组织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
,

学校上上下下

进一步得到沟通
,

党群关系也进一步紧密
。

总之
,

信息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

现在
,

各地区
、

各单位
、

各部门都很重视信息工作
,

作为高等

院校
,

我们更应该搞好信息工作
,

服务于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

使学校的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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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学校必须在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之前
,

根据实践单位或基地的实际情况
,

充分估计实践

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

新情况
,

实事求是地
、

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前教育
,

引导学生学会运

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正确分析社会的主流和问题的实质
,

增强对社会阴暗面

的免疫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

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往往要 比预计的情况复杂得多
,

地方

和高校实践管理各方要密切注意
,

及时教育引导
,

澄清模糊认识
。

阶段性实践结束后
,

要抓住实

践过程中的正反典型事例进行总结评比
,

以巩固实践的成果
。

只有抓住这些环节进行教育和管

理
,

才能尽量减少和避免实践活动中消极因素对学生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