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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王  彬 

(中共清水县委党校) 

摘要：新时代，我党通过对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系统性治理方案。通过近年来的实践，
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实现了全面了金融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概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内涵，剖析了“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几点有利于促进创新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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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开始，我国在各行业诸领域全面实施了“互联网+”

改革，以党建工作为例，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全面实现了自动

化办公、创新了信息化管理系统。随着“互联网+”改革工作的深

化，新时期我党又提出了的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因此，为了有效贯

彻我国党的纲领、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十

分有必要对前期改革经验进行一些有效提炼，并结合新的发展需求

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 

1、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内涵 
新时期，我党在顶层设计方面的创新已经有目共睹，一方面为

化解全球危机提出了基于人性深层需求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标。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指明了来自于

民族性内在需要的复兴中华民族目标。在明确两大目标、承担起历

史使命的同时，为了有效寻找实现两大目标的有效手段，基层党建

工作中，既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利用我党在新时代创建的内部学习

机制，扎扎实实的学习新理论、研讨新政策。也需要基层党员充分

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双创”背景之下，深入的研发设计一些

有利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途径与手段。并且，借助工具层面的创

新，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效率。 

2、“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需求分析 
2.1 全面实施数据管理需求 

我国人口基数大、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数量相对较多，导致了

基层复杂情况调查研究不细致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后，通过在基层

实施“互联网+”改革，已经为村、镇、县级等行政单位配置了计

算机、打印机，建设了通讯网络，较好的实现了基层信息化改革。

就目前的实践情况下，基层党建工作中，对于基础数据的采集相对

较好，但是，在数据利用方面存在捉襟见肘的现象。同时在将党纲、

党政、党论、党策向基层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宣传渠道单一、传播

效率相对较低的现象。因此，从总体上看，基层党建工作中面临着

全面实施数据管理的需求。 

2.2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需求 

现阶段，在城乡一体化结构之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要从根

本上以乡村总体经济理论为准，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建设美丽生态

农村、推动农民非农业化转型，基层党建工作任务相对繁重。简单

讲，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点多、面广、工作效率相对较低的实际困

难。从前期“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的改革经验看，为了化解此

类问题，较为科学的解决办法是有效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效率。因此，

在基层各行业诸领域高质量发展阶段，基层党建工作中需要深度挖

掘互联网本质、科学运用数字化技术，为高效化的基层党建工作创

造必要条件。 

2.3 切实解决基层问题需求 

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基层问题之解

决，对于国家总体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新时期的基层党建工作

中，应该始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出发点，在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对基层

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制定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

切实解决基层问题。尤其是在基层民众的生存价值、生活方面两大

层面，应该将问题具体到与民众切实相关的“三农”问题、“民生”

问题上，积极探索一些针对性强、持久性特征鲜明的解决方案。 

3、“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举措 
3.1 深度挖掘，增强数据管理能力 

建议以前期“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为准，在深度上挖

掘互联网本质，提炼与其相关的“万物互联”、“信息交互”、“数据

分析”特征。具体而言，可以将互联网的本质界定在“以数据为中

心的关系网络”中，进而抓取基层党工作构成要素、基层党建工作

指标，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方面的数据共性特征，进而从数据

管理的角度，一方面应用数据库技术建立基层党建工作要素库、指

标库，另一方面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以数据采集、传输、存

储、获取、分析、形成分析报告、利用分析报告、调整基层党工作

方案的数据化管理体系。 

3.2 科学运用，提高党建工作效率 

建议扩大对“互联网+”应用范围，通过科学运用 PC 端互联网工

具与移动客户端智能设备，提高党建工作效率。例如，当前基层的智

能手段普及率已经相对增长，而且，基层党建工作中已经研发一些功

能相对简单的 APP（应用程序）。因此，建议从两条路径开展基层党建

工作：第一条是通过 APP（为限于自主研发的 APP，可以将其扩广到

基层民众常用的 APP），使基层党建工作的 PC 端与基层群众的移动客

户端，建立数据关联。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影像、音频等多元化

方式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第二条是提高基层党建工作专业度，对具体

的方针、理论、政策等开展专项研讨，提高基层党建水平。 

3.3 精准实践，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基层党建在根本上是为了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因此，建议在实

践中尽可能借助“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工具，提高对问题定位的

精准度、对解决方案的全方位解析与论证，这样，既可以节省盲目

实践中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能够切实的通过落实我党的伟

大理论与宏观政策，使基层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从实践经验看，应

该以十九大报告中揭示出的社会主要矛盾为枢轴，精准抓取基层民

众需求、精准调研实质性问题、精准制定科学解决方案。 

结束语 
总之，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互联网+”改革起到了关键

的推动作用。通过以上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在高质量发展目标牵引

之下，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正在迅速增长，因此，建议对全

面实施数据管理、有效提高基层工作效率、切实解决基层各项实质

性问题，开展细致入微的解读，并在深度挖掘互联网思维本质、科

学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制定解决方案的路径下，全面创新基于互

联网技术的基层党建工作，为我国下一个百年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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