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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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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基层拥有不同的组织，这些基层组织主要是根据党委会提出的农村建设方向、政策等领导农村居民共同建设农业基

础，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而农村基层党委组织是各种基层组织的领导中心。目前，我国农村基层建设的党组织存在一些问题，使

得农村基层党委组织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使得新农村建设成效降低。同时，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发生问题还对农村基层党委组织中

的工作人员凝聚力降低，导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度和完成效果和预期成果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全面增强农村基层党委组织

建设，更好的完善和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机制，对于推进新时期“三农”工作，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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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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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grass-roots ha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hes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re mainly according to the party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rural construction direction, policies and other leadership of rural residents to jointly buil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rural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is the leadership center of variou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construction, which makes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work can not be carried out well, ma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reduced.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also reduce the staff cohesion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s, resulting in a big gap between the progress and 

completion effect and the expected results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s and better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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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视和加强人民党的建设是党的传统。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

期党的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为改进和深化人民党建设指明了方

向。推进党组织农村建设创新，是党在农村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组

织保证，是提高农村党的建设水平，开创农村党的建设新局面的重

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落实新一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的重要方面。与过去相比，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和条件发生

了很大变化，人民党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如何有效应

对这些现实挑战，促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全面高质量发展，已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目标  

新农村建设党的建设工作应当从党的建设工作的大环境出发，

明确农村党组织的任务。也就是说，要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到

什么样的水平，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

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通过了解有关新

农村建设的文件，可以把新农村党建设工作的目标定为总体目标和

具体目标。总体目标是加强党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指导功能，加强

和改善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指导新农村建设工作，全面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提高农村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建设高素质的综合班长队。从思想素质、业务水平、领

导能力、管理能力和领导班底的管理开始。同时，要加强广大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以“三个代表”的标准要求党员干部永

远保持先进。第二，建立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党建设工作机构，建立

适应新农村建设的独特制度。第三，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特点，建设

社会主义新阵营和新文化。第四，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

动态管理农村党的建设，开创农村党建建设的新局面。 

2 我国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村基层党委组织干部人员选择存在不足 

选拔基层干部是基层自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选择工作

最重要目标就是工作人员要真正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能够代替农

村居民集体利益的领导人。目前，一些农村基层党委工作人员的选

择出现盲目和随意等情况，不仅损害了农村基层对党的信心，而且

不利于农村的全面发展。 

第一，农村基层党委工作人员的选择不定时的反映出权力作

用。一些农村老党员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选

择一些新人进行培养，而这些新加入者通常都是老党员的亲属或是

亲近的人，所以说，农村基层干部选拔具有家族性。新选出来的工

作人员在老干部带领下，可以获得其之前的人脉关系，同时也获得

了一些工作经验。另外，在一部分农村地区，村党和村民委员会的

职权区分也没有规范化。农村基层新选拔的工作人员没有将党支部

作为核心开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不利于群

众信赖农村党委干部。 

第二，选拔过程明显没有标准化。在选择农村基层框架工作人

员时，有时不能充分表现人员选拔的合理性和公平性。部分农村地

区没有公开透明的选择标准和公平的选择机制。实际上，部分干部

候选人会通过给好处的方式得到了大众的支持，这样就会增加候选

人当选的可能性。这明显违反了干部选举的公平和选拔公平的原

则。另外，有些农村地区没有长期有效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由于相

关的评价和管理制定不足，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

的监控和限制。导致这些党员干部在农村建设工作中没有很好的落

实工作，使得群众利益无法没有保障，影响了农村基层党干部在群

众心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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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党组织“空巢”问题突出 

“空巢”现象农村群众组织是指在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活动中，

由于年轻党员的流失和党员的老龄化，导致党员队伍分化，党组织

建设失去活力的现象。其主要成果如下。农村人口的工作现在复杂

多变，比以前更加困难。一些优秀人才想去城市寻找发展机会。此

外，一些当地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代表军队和农民工离开了农村。农

村党委干部的选择只能基于现有的工作人员，而所选择人员的整体

质量并不高。二是党员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

入推进和城市机会的集中吸引，失去许多农村人民党成员。大多数

高年龄党员仍留在村里，造成农村党员年龄结构失衡和严重老龄

化。农村群众党组织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三是党员先锋模范意识

不强。当前，农村党员建设发展势头良好，党员整体素质良好，但

也存在一些消极问题，如部分党员素质不高，思想觉悟淡薄，与新

时期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不相适应。 

3 优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议 

3.1 完善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规范 

首先，农村在选拔基层干部时，不能不考虑备选人员的各方面

的情况，而是要对备选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从而了解他们的

工作能力、政治思想等情况，这样可以保障干部队伍能力水平。另

外，在考察期间还要对备选人员进行锻炼，不仅可以让其积累工作

经验，还可以提高他们为群众服务的意识，为今后的工作开展奠定

很好的基础。 

其次，基层干部要民主选拔。农村基层党委干部选举必须是民

主，这样当选的党干部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需

要。在基层干部正式选举之前村民已经对备选人员有了一定的了

解，基于此，村民可以会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意愿选择干部人员，这

个选举过程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防止滥用选举权，这样选举出

的党的基层干部才能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并且在工作中很好的为

人民服务。做好农村基层组织选拔工作可以帮助基层党组织与人民

群众之间保持密切关系。农村基层干部合理选拔是党在群众中工作

方法的具体表现，民主的选举可以获得村民的认可，这也是党为人

民利益无私服务的重要体现。 

3.2 加强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建设 

3.2.1 重视青年干部队伍建设 

在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到大城市打工，留在村里的人员年龄比较

大，所以，大部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出现了年龄偏大的情况，而且

在对这些干部进行培训时，由于自身限制无法提高文化素质，以及

工作中贯彻新时代观念，这对农村建设和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因此，

农村党员干部培养对象要转移到优质青年壮年，还有与村里合作的

民营企业家等，这样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才能引进新鲜的血液，让老

龄化的队伍得到优化，从而建立素质优良的党员干部后备力量。 

3.2.2 提高农村基层党员队伍素质 

首先，要加强对现有党管干部的政治支持，并将支部工作划分

责任，然后让优秀的党员干部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开展，同时还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可以加强所有基层干部对党建工作的责任感。

同时，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薪酬和待遇福利要提升，有助于留住优秀

的干部。其次，要积极寻找和发现入党的积极分子，并对这些人员

进行培养，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好青年身上，抓住非党员学生农村

村长和大学毕业后想留在农村的青年，并考虑分出专项资金对农村

青年的入党选拔和培养，这样可以大大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素

质。 

3.3 完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追责问责制度 

农村基层在党的建设中，要取得比较理想的党建效果，必须实

行相应的责任制。农村基层党委管理有关人员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而且有足够的动力推动他们充分发挥党的建设的能力。首先，

完善成果运用机制。如果农村基层党委管理有关人员不重视党的建

设，或者在实际考核中长期不重视党的建设，之后在选择农村党干

部时就不能再提拔重用。第二，完善问责制度。如果农村基层干部

在党建过程中没有做好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或造成重大损失，应严

格检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同时要对党建工作具体实施者追究相应的

责任。最后，完善对农村基层党建干部的关怀制度。多关注农村基

层党组织中的干部和党员，让这些人员感受到国家党组织给予的关

怀和温暖，让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从心底获得归属感，并让其

清晰的认识到党建的重要性。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农村基层工作人员

在日常工作中对党建任务的关注，促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良好发

展。 

3.4 建立完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工作机制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主体是村支部和村委会，所以，在建

设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对这两个主体职责进行明确，并共同承担责

任。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是村党支部建设的中心内容，其建设应

成为农村廉政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组织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示范

效应，使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形成新思想、新风尚，培养农村

勤劳节俭的农村作风。 

结论 

新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他基层组织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通常农

村发展和建设会受到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的影响。所以要重视农村

基层党建工作的优化，使得党建工作队伍可以很好的开展工作，这

样可以避免因为党建工作不到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问题，促进党

建工作的作用可以很好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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