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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建教育软件在多媒体设备上的创新应用 
张金平 

（南方电网深圳南山供电局  广东省深圳市  518052）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短信、微博、pf、论坛等新媒体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新媒体的利弊，

应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参与党的建设。发明和改进在新情况下创建政党的方式，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的薄弱决定

了新媒体在建党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建党面临的新问题。探索新媒体如何应用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创建政党的目标。 

关键词：新媒体；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应用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party building education software in multimedia equipment 

Zhang jinping 

（Southern Power Grid Shenzhen Nanshan Power Supply Bureau，Shenzhen，Guangdong 518052）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new media such as 

SMS，microblog，pf and forum have been widely used.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ew media，apply i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t is a new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o invent and improve the way of creating political partie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 weakness of new 

media determines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building the Par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media era. Explore how new media can be applied to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goal of creating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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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政治启蒙、思想凝聚和舆论控制的重要手

段。新媒体发展迅速。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

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是推动互联网和手机发展

的一场技术革命。新媒体的出现、更好地获取信息以及信息部门的

扩大越来越明显。获取信息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但也

预示着建立一个知识党和政治行动党的新挑战。建党工作，加强意

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占据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在适当时候旨在实施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倡议。 

一、新媒体的优势和弊端 

（一）新媒体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基于无线或无线平台的新媒体使用数字网络技术，通过手机、

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双向传输视频和音频。移动媒体、数字电视、

数字报纸、聊天室和博客在促进信息传播和危机管理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社交媒体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并影响视听观众。

新媒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现代

信息已经传播，包括多媒体内容和超文本。沟通应反映沟通和互动。

受益者是社区和个人。通讯工具非常方便，包括虚拟和数字功能。

新媒体的出现促进和加速了信息的获取，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促进和丰富了生活，加深了交流和互动。所有这些都对人类产生了

重大影响。人们的思想、言语、行动。 

（二）新媒体具有的优势 

新媒体是媒体发展时代的产物，对媒体和传播、媒体产业、媒

体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了主流媒体的多样性以及该框架内

问题的多样性。舆论和传播两极分化等现象的范围。信息和传播的

互动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及时性是新媒体在传播方式方面的主要

特点和优势。 

（三）新媒体的弊端 

新媒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快速交换和传播信息，吸引了大量传

统媒体的接受者。然而，由于复杂信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有许多

缺点。信息量的快速发展非常复杂，当监管不存在时，很难区分其

内容。其次，它的特点是更新速度快、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以及

漏洞等管理漏洞较多。第三，过度追求卓越和营销将影响媒体的根

本性质，并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智慧党建的优势 

（一）信息化 

让数据化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借助了互联网。精明

的工地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工地的完美结合。实现党各方面信息管理

的统一，在传统党建形势下，打破时空障碍。以及解决艰难的党组

控制、权力下放和信息流动匮乏问题，帮助党组织了解不同的信息。

及时全面的党建相关，显著提高党建效率。 

（二）规范化 

通过严格管理批次建筑过程，智慧建筑标段统一了标段建筑的

管理，帮助党组织建立统一完整的批次建筑管理系统，并帮助党的

工作人员以这种方式完成工作。例如发展组织生活、管理党员招募、

组织党组和评估党员，以加强对党内各方的密切监督。 

（三）实时化 

通过对施工现场的动态实时管理，智慧施工现场确保了及时工

作的效率，并实现了部门间的及时高效同步和数据流通。由于信息

流不当和早期现代化，批量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提高。 

（四）移动化 

移动终端的普及开启了智能移动设备的时代，智能党建立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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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支持平台。手机、触摸屏、大数据屏幕等外围设备，实

现党的建设流动管理。党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识别移动学习功

能、考试和视频会议的使用。该功能可以远程互动和交流，并在不

同的地方参与，以促进参与。党员努力极大地促进参与。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每个党组织和党员的目标都是

积极利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科技优势，创新党的商业模式。 

三、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存在的困难 

新媒体发布的大量信息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行动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为传播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消极的传

统教育可以有效地参与传播：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多样化，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优点和缺

点，新媒体也有其优点与缺点。新媒体的出现不仅给思想政治建设

党带来了慰藉，也给思想政治建党带来了挑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 

由于新媒体的多样性、框架话题的多样性和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可以共存。传播和高质量信息是吸引大量不同

类型传播的优势。从新媒体的发展来看，很容易应对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以外的外部力量，通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等长期

渗透，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长期以来，它影响着互联网用户

和价值取向，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 

（二）党和政府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被削弱 

新媒体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的特点。总的来说，信息

和通信的传递更加自由，政府很难控制媒体和通信。这也可能导致

政府失去信誉。人们不再相信片面的报道和解释，这为传播谣言提

供了空间。然而，重建政府形象、恢复公众信誉和重建信息权威仍

然需要一些时间。 

（三）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能力薄弱 

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广泛的互动性，互联网上充斥着负面信

息，其中许多来自外部力量，还有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独特网络印

象。这些负面信息扭曲了人们对生活、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的看

法。这些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部力量和网络阻碍了世界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渗入了文化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同化和

其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扰。中国不仅渗透了技术利益，还学习了

侵入性思维的理论和方法。例如，摧毁偶像，摧毁信仰，打击伪科

学知识的传播，污染中国历史，破坏公众信心，打击鸦片的传播，

实现政治幸福。 

四、探索应用新媒体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面对新媒体意识形态、政治和行动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党希望

加强政治行动能力，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唱响网上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 

宣传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媒体政治意识，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党和国家，充分履行新媒体的职

责，迅速传播和互动。积极平等的利益，认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效引导公众舆论网站以正能量，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等先进思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价值观和道德自信，追求“中国梦”，奠定

政治思想基础。 

（二）畅通诉求渠道，搭建互动交流平台 

快速的社会发展将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冲突无法

解决时，一些人会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有关如何使用微博、论坛的信

息，诸如此类。吸引有关部门的注意，最终达到需求目标。如今，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表达诉求、反思问题和举报腐败的重要方式。

充分利用新媒体，建立强大的新媒体互动渠道，积极发展与民众的

在线互动。保持党的团体和社工之间的密切关系，让新媒体进入“快

速通道”，跟踪舆论。听取公众意见，解决他们的问题。纠正心理上

的负面情绪，避免导致局势扩大的更深层次的冲突。 

（三）注重网络舆情研判，及时引领舆论导向 

在新媒体时代，舆论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求。因

此，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网络，发现影响稳定的问题，

消除冲突，管理事件的发展，真正发布信息，正确引导公众，解决

负面信息。党和政府一直在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官方媒体

制造舆论，遏制舆论，避免虚假网络，鼓励社会误导行为。领导人

必须学会处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意见网络，锻炼和加强管理和管理

意见网络的能力，并取得智力和政治上的成功。在研究的早期阶段，

专家和研究人员为互联网用户提供过敏治疗，以减轻疫情期间的社

会压力。 

大多数网络热点都来自人们的口中，我们应该善于在互联网上

找到问题，实施解决方案网络。坚持人权，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互联网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线规划。当你在互联网上发现

国际化的迹象、趋势和问题时，你会越来越多地与接受者交流。难

以捉摸的内容可以通过积极的反应、主题、描述和其他教育技巧进

行编辑。解决大众心理和实践问题，充分发挥思想和政治作用。 

结语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传统媒体的特点是实时互

动、开放和融合。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利用技术。

新媒体合理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建设，采用网络封锁，倾听群

众呼声、理解苦难、解决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新

媒体使用不当，敌人及其肇事者可能会危害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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