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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基层的外显,是带领广大农民实现

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保障。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定向力、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是提

升其政治领导力的必然要求。 从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皖北地区 S 村和 X 村为

例,调研发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领导力提升过程中还存在着领导作用发挥有待加强、组织

结构有待完善、党内关怀机制有待完善的制约因素。 因此,从实际出发,从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和完善党内关怀机制三个方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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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领导力包含党的性质、宗旨、目标、行为等,
由党的定向力、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组成。 农村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肌体,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领

导者,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亦是现代化

治理体系构建的初阶。 所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

政治领导力的过程也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胜任

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的过程。 当下,农村进入了乡村

振兴的全面实施阶段,农村发展需要具有更为强大

政治领导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然而,通过皖北地

区 S 村和 X 村的实际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农村基层

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提升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立足田

野调查的实际结果,从提高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发

挥,加强党组织队伍建设和完善党内关怀机制三个

方面入手,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内涵及
要求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

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之一,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崭新审视和思

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作为党在基层的

政治建设的表达,其内涵丰富,要求深刻。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

导力”,自此“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成为了党的建

设要求之一[1] 。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表明,“中国

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2] ,“以党的政治建设

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3] 。 可见,党的政治建设一

直是党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

党在基层的单位组织,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组织团体,
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是党在农村所有领导力的集

中表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组成单元,不言

而喻,政治属性是其根本属性,政治建设是其首要任

务。 加强政治建设,将政治建设的成效切实转化为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以此确保农村基层

党组织始终是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如此,才能为农

村现代化的实现保驾护航。
那么,如何定义政治领导力? 从物理学角度阐

释“力”,力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是能够

改变事物的形状或者运动状态的外在因素,衍生义

可为效能。 效能指有效的、集体的效应,即人们在有

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效果,它
反映了所开展活动目标选择的正确性及其实现的程

度。 由此,领导力可以解释为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互动中产生的正向作用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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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团组

织落实党的政策、方针,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效能。
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阐释,目前学术界关于

政治领导力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

个方面。 从宏观层面而言,党的政治领导力,“具体

而言就是党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以及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

能力” [4] 。 “政治领导力实体有其内在结构,主要由

党的定向力、党的胜任力、党的执行力和党的影响力

构成”。[5]从微观层面而言,政治领导力可以指党政

干部的政治领导力,是党政干部参与治国理政的能

力和素质要求[6] 。
综上所述,可以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

力定义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与广大

农民群众互动的过程中,将国家方针政策落实到基

层,引领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政

治能力,具有表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向力、胜任

力、执行力和影响力。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提升的要求

　 　 定向力、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作为农村基层

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构成元素。 其中,定向力是增

强党的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的前提和保障。 在

农村场域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建

设,首先是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向力。 “政治问

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7] 政治方向上

的正确性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农村基层

党组织是党在基层战斗力的集中体现,“贯彻党的决

定”是中共中央在乡村振兴一号文件中给与农村基

层党组织做出的明确定位,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确保

工作中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举旗定向,才能把党的政

策、方针、决定贯彻到农村的实践之中,避免犯颠覆

性的方向错误,带领广大农民持续正确地推进乡村

振兴。
其次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胜任力。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戴维·麦克利兰提出胜任力这一概念,主
要指影响工作成效的个体条件和行为特征。 农村基

层党组织胜任力则指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落实

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加强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发展等

方面的综合治理能力。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

么东西。 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

人。” [8]党员队伍是党组织的肌体和灵魂,是组织胜

任力的本体。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胜任力,必须

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指出要“加强村党组织建设”

“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9] 。 党员

是党组织的最基本的单位组成元素,是党组织队伍

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所以加强党组织队伍建设,要
做好党组织的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为党组织发展

强基固本。
再次是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 《中国共

产党章程》规定,“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
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

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10] 。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的组织,提
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就要发挥好基层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党员的教育工作。 在《关于加强

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加

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就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落
实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制度” [11] 。 加强对农村基层党

员的关怀,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党员工作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更深层次的激发党员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有助于推进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因此建立健全的

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关怀机制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执行力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 农村基层

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负责所有和农村发

展相关的事务,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方面。 一个完备的领导体系和机制是农

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其组织影

响力的前提。 首先,近年来,随着基层党建标准化建

设的不断推进,相继出现“两委交叉任职” “一肩挑”
等党建新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组织的影

响力。 但基于实际调研结果而言,部分“两委交叉任

职”“一肩挑” 在实际践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持续完善十分有必要;其次是党组织覆盖面对组

织影响力提高的影响。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

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

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

挥” [12] 。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碎片化和原子化

程度不断加深,提高党组织覆盖面也是增强党组织

影响力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提升的制约
因素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提升是一个不断

深入而持久的过程。 在 S 村和 X 村的调研中发现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提升过程中,一些问题

的存在逐渐制约到了党组织政治领导力进一步的提

升。 基于实际的调研结果,发现制约党组织政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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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提升的因素主要表现为领导作用发挥、党组织

队伍结构以及党内关怀机制三个方面。

(一)党组织领导作用不突出

　 　 通过对 S 村和 X 村的实地调研发现,S 村和 X
村分别实行的是两种领导制度,S 村执行的是村“两

委”交叉任职制度,X 村执行的是“一肩挑”制度。 两

个村“两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其一是“两委”关系不协调。 从 S 村的《“两委”

班子成员职责及分工》中得出,S 村“两委”职责分工

不清晰。 具体表现为:村党支部书记负责主持村支

部全部工作、村庄环境整治、党建、包片等,村委会主

任则负责村委会全部工作,以及维护村庄安全等。
可见,在职责划分上过于笼统,且两者分工上有相互

交叉部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工作难以确定责

任主体,容易引起相互推诿、牵扯不清的矛盾。
其二是“一肩挑” 制度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肩挑”制度的实行,在改变村庄原有“两委”二元

结构的同时,使得权力更加集中,虽有效避免了“两

委”相互推诿的问题,却导致“一肩挑”主体”即“一

把手” 权力过大。 “一把手” 所持有的权力过于集

中,直接导致副职以及下级职位权力收缩,对“一把

手”难以形成有效制约,权力就有可能在行使的过程

中出现异化,出现“一肩挑” 主体拥有“绝对权力”,
进而出现“一言堂”“家长制”等专权甚至腐败问题,
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则意味着“一肩挑”的制度效能

发挥失败。 X 村实行的是“一肩挑”制度,“一把手”
与村委会副主任之间权力相差较大,村委会副主任

以及其他村干部难以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的权力制

约和监督,如表 1。 此外,X 村是远离城市的偏远农

村,村庄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得村民在政治层

面之外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所构成

的乡村“熟人社会”,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存在一

定的软弱性。 所以加强对“一肩挑”主体权力的制约

和监督在 X 村场域中显得尤为重要。

表 1　 部分村“两委”干部信息

姓名 职务

吴∗卓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兰 村委会副主任

吴∗运 党支部委员

吴∗水 党支部委员

吴∗荣 村委会委员

　 　 资料来源:《:X 村调研工作台账》。

　 　 其三是党组织覆盖率不高。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

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口单向度流入城市。 农村在城

镇化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落,这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农村本身就处于一

个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村居住人口相对城镇较为分

散,在组织覆盖率上远不及城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党组织的影响力。 其中,S 村总体面积是 3. 65 平方

公里,现有住户 620 余户,分为 10 个村民小组,共计

2672 户。 但全村仅一个党支部,分为两个党小组,由
58 名党员构成。 那么,党员和总体村民的数量之比

是 1 ∶ 45,意味着平均 1 名党员要服务 45 位村民。
同时可以得出, S 村仅有的两个党小组在面积为

3. 65 平方公里的村庄中难以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
在党组织缺位的区域,则容易出现农村社会发展不

和谐的事件,例如封建迷信、打架斗殴之类的矛盾。
诸如此类的情况,同样发生在 X 村。 X 村总体面积

为 2. 8 平方公里,598 户住户,总人口是 2723 人。 现

有党员 51 人,分为 3 个党小组,由此可得,党员和村

民数量比例为 1 ∶ 55,意味着平均 1 名党员要服务

55 名村民,明显可见组织覆盖率之低,进一步降低了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二)党员队伍结构不协调

　 　 队伍是党组织职能发挥的根本,是提升其政治

领导力的前提和保障。 通过 S 村和 X 村的党员队伍

分析,发现两个村在党组织队伍结构上存在相类似

的问题。 首先是老龄党员偏多。 在 X 村 51 名党员

中,55 岁以上的党员占总人数的 51%,在 S 村 58 名

党员中,55 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比的 43%。 老龄党员

人数过多,相对而言,青年党员人数就会减少。 老龄

党员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保守的思想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党组织整体的执行力和创新力的发挥。 所以,
积极发展青年党员,为组织带来“新鲜的血液”也是

必不可少的。
其次是男女党员人数比例不协调。 中国共产党

党内统计公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女性党员占党员总数的 29. 4%。 在调研中发现 S
村中女党员仅有 11 人,占总人数的 19%。 相比较而

言,S 村的女性党员占比低于全国的数值,女性党员

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 妇女是社会变革中不可缺少

的伟大力量。[13] 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女性

党员发挥邻里关系调节、生育知识科普等的作用,所
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进一步提高发展女性党员的

力度。
再次是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在 S 村的党组织队

伍中,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党员占总人数的 83%。
X 村高中及以下的党员人数占总人数的 84%。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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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队伍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对党的思想、政策、
方针的领悟能力不足,则会影响党的各项决定落实到农

村的效果,从而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

(三)党内关怀机制不健全

　 　 通过在 X 村和 S 村的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党

组织的党内关怀机制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其一是对党内关怀意识不足。 X 村支部书记认

为:“党员就应该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然而村书记

却忽视了广大基层党员群众也来自农民群体,合理

正当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 正是因为党组织对党员

需求的忽视,导致需要帮助的党员在困难时无法得

到组织及时的救助,进而降低了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是党内关怀力度不够。 目前 S 村和 X 村在

党内关怀上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党内关怀的时效

性较差,主要是集中在节假日前夕对困难党员进行

简单的上门慰问。 这一形式的关怀,难以给困难党

员及时的帮助,无法准确获得党员实际需求,使得党

内关怀效果不明显。
最后是党内关怀方式单一。 两个村主要是通过

对困难党员进行节日的走访慰问,同时给予 500 元

或 1000 元的补贴的方式进行。 现阶段市场经济和

城镇化的双重刺激使得党员需求日益丰富,单一的

关怀模式无法满足广大基层党员实际需求,所以丰

富党内关怀方式十分必要。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提升的实践
进路

　 　 立足于 S 村和 X 村的调查结果,以问题为导向,
从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优化党组织队伍结构、加
强党内关怀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出发,增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影响力、执行力和胜任力,夯实党的政治定

向力,进而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一)加强领导作用,扩大组织影响力

　 　 村“两委”交叉任职制度和“一肩挑”制度是农

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两种不同

制度。 加强两种制度的建设,同时扩大组织的覆盖

面,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扩大党组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进而提高

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1. 加强村“两委”交叉任职制度建设

S 村虽执行的是村“两委”交叉任职,却没有完

全发挥出“两委”交叉任职制度的效能。 基于 S 村现

有问题,厘清村“两委”关系和分工是充分发挥“两

委”交叉任职制度的前提。
首先是明确“两委”之间的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

织和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治理中两大执行主体,共同

致力于乡村发展。 其中,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

产生、用于村民自我管理的组织。 村级党组织则是

党章中明确规定的,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各项事务的

领导者,在乡村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 一方面,村民

委员会执行的村民自治的职能;另一方面,村级党组

织领导和指挥村民委员会,两者是领导、被领导的关

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有着对本村重要事项的决定

权,决定各项关系本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负

责党组织自我建设等工作。 村民委员会则需要坚持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我管理。 所以在乡村发展和治

理的过程中,要始终保证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

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其次是细化村“两委”交叉任职的权责分配。 只

有建立更加细化的职责分配制度才能更进一步的协

调村“两委”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在实际

乡村治理过程中要不断细化村务,明确乡村治理中

的责任主体和权力主体,建立起既能确保党组织在

农村的领导地位,又能使村委会充分行使自治权力

的“两委”分工制度。
2. 加强“一肩挑”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

X 村虽实行的“一肩挑”制度,但“一肩挑”制度

带来权力集中的弊端抑制了“一肩挑”制度本身所具

有的优势,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才能进一步发挥“一肩

挑”制度优势。
一是在明确村委会成员和支委会委员职能和分

工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各个职位主体的职责,防止组

织或个人越权、揽权情况的发生,以此避免“一肩挑”
主体权力过于集中,进一步保障农村各项事务处理

过程中的民主和法制。
二是强化外部监督机制,构建“自上而下—自下

而上”的全方位监督体系。 首先是建立自上而下的

外部监督机制。 在执行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发挥好

上级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监督功能,制定完整的

“一肩挑”监督制度,明确监督内容和流程,并将制度

的执行结果及时公开和公示,以此提高监督机制的

震慑力。 其次是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村民群

体有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是《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中做出的明确规定。 在对“一把手”进行监督

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村民罢免制度,提高罢免制度

对“一把手”的震慑力。
3. 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扩大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的组织覆盖面是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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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报告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要求。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自然村落的数量在城镇化的影响下逐渐

减少,青壮年的流失使得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不断降

低,农村人口稀疏程度不断提高,这给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这一

过程中应积极的应对挑战,及时的调整和改善组织

的设置方式和结构,提高党组织在农村的覆盖密度

和覆盖范围,建立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新型党组织。
一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的覆盖密度。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现有的总党支部的情况下,再以

村小组为分割单位,在村小组中设置党小组,确保每

个村小组都有一个党小组,形成党组织在村庄各个

区域的全覆盖模式。 其次是加大党员发展力度,提
高党员数量。 通过政策和“乡情”的优势吸引本地区

的优质青年、人才和实干家进去党组织队伍中来,为
更多有意愿服务广大农民和致力于本地区发展的人

提供奉献机会。
二是提高党组织在农村的覆盖范围。 近年来,

农村产业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

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和机遇,成为乡村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所以,在设置党组织时,农村基层党组

织可以在本地区的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中设置党

组织,以此加强对村庄各个行业和领域的领导。

(二)加强队伍建设,增强组织执行力

　 　 队伍是党组织的肌体和灵魂,是党组织发挥执

行力的主体。 加强党组织队伍建设,通过大力发展

青年党员、积极吸收妇女入党、构建人才队伍的方式

不断优化组织队伍结构,提高组织执行力。
1. 大力培养青年党员

加大从青年团体中发展党员的力度是关于乡村

振兴一号文件作出的明确规定。 首先是建立完善的

农村青年党员发展机制。
一是使用政策吸引的方式提高优秀青年加入党

组织的志愿。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过程

中,对于想加入党的农村青年及时给予发展机会,考
察合格后即可入党。

二是从本村外出人员中发展党员。 “本乡本土

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 [14] ,本村的外出队伍可

以为本村带来新鲜的血液,这些都是党员发展过程

中的优秀资源。
三是加强与本地区群团组织的对接。 对于基层

群团组织中的优秀青年,应尽早考察,积极吸收入

党。 其次应建立优秀青年的引入机制。 大学生村官

是农村发展中的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在一定程度

上带动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为乡村带来新的发

展。 大学生村官是国家政策为农村发展带来的人才

资源,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把握,加强大学生村官的

晋升机制和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努力提高大学生村

官群体继续留任比例,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2. 积极吸收妇女入党

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是 2022 年中央一号

文件中作出的新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巾帼行

动”的领导和指挥者,要为农村女性营造良好的乡村

氛围。
其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从自身建设出发,通过

加强作风建设向农村女性展示出积极的组织风貌。
此外,农村女性作为留守群体的组成部分,其生活状

况和精神状态相对而言,更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所以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提高对农村女性群体的关注度,
突出对农村女性的服务意识,在服务过程中使农村

女性加深对党组织的了解,以此吸引更多农村女性

加入到党组织。
其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认识到女性在农村发

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

党员的过程中,积极吸收女性党员,协调组织队伍中

男多女少的不协调比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

理过程中应积极唤醒女性本身的独立个体意识,鼓
励女性入党。 “让女性拥有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权

利,使其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的人’” [15] 。
农村女性可以以独立能力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并得

到应有的社会待遇和地位。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

过向农村女性宣传政策、文化等手段,提高农村女性

自我认知程度,推动农村妇女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使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农村妇女自觉为之奋斗的目标

之一。
3. 构建乡村人才队伍

党员是党组织队伍的组成细胞,是党组织战斗

力提高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
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 [16] 构建推动

乡村发展的人才队伍,从内部培养和外部引入两个

方面出发。
在内部培养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完善

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 首先是加强党员的理论培

训。 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制定适合本村党员的学习

课表,督促各个党员及时进行理论学习,以此提高党

员的政治定力和判断力。 其次是提高党员实践水

平。 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农村发展实际需要为前提,
组织和安排党员进行针对性的农业技术培训、创业

技能培训等,培养农村发展的“带头人”。 最后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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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层党组织应鼓励党员到在职教育机构、职业技

术院校等进行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学

历水平,提高党组织队伍的整体文化水平。
在外部引入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健全

的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积极吸引外来人才进入

党组织队伍之中。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突破“村

内选人,本村任职”的传统模式。 面向社会,招考社

会优秀人员进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队伍。 二

是加大“引智回乡” 政策建设,为愿意回乡建设的

本村大学毕业生、经商人员、企事业退休职员等提

供返乡创业服务平台,吸引其参与家乡建设。 三是

建立柔性人才聘用机制。 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沟

通和联系各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欢迎各

类专业技术人才到本地区挂职或兼职,以此促进本

地区发展。

(三)建立健全党内关怀机制,提高组织胜任力

　 　 党内关怀机制是提高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
荣誉感和使命感的重要方式,可以有效的调动党员

干部的工作动力和活力,提高党组织胜任力。
1. 提高党内关怀意识

党内关怀是一项涉及面较多、较为复杂的系统

性工程,是一个多机构共同参与的过程。 当下基层

党内关怀机制执行多在党组织的指导和部署下进行

的,这一方式制约了基层党组织执行党内关怀的自

主性。 因此改变这一方式,前提是扩大农村基层党

组织党内关怀的自主性。 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坚持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立足实际情况自行

探索适合本组织的党内关怀机制。 其次是建立清

晰的责任清单,清楚划分出党内关怀的环节,明确

各部门应承担的具体责任,清晰地划分出党内关怀

各个阶段的责任,明确各个阶段的责任主体。 最后

是建立追责制度。 可以采用随机检查、巡回检查、
相互检查、民众检举等方式对党内关怀进行监督。
此外,可以将党内关怀建设划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标

准化建设的考核内容,提高党组织对党内关怀的重

视程度。
2. 丰富党内关怀内容

单一的党内关怀方式无法满足农村基层党员的

实际需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进行党内关怀时,不
仅要注意到党员在物质上的需求,更要关注到党员

的心理健康教育需求。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注重对党

员进行物质关怀。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

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

心论。” [17]马斯诺需求理论认为,物质方面的需求是

人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党内关怀机制建设应从物

质关怀入手,首先是满足党员生存所必要的物质需

求,为党员干部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农村改革实践奠

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基于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

展开深入的调研,确定困难党员的人选,明确党员产

生困难的具体原因,例如因病困难或是因学困难等,
以便为困难党员提供针对性的物质帮扶。 二是农村

基层党组织要在农村日常工作中及时捕捉到本组织

内党员心理健康状态的变化,及时发现党员因工作、
学习、家庭等各种原因产生的抑郁、焦虑、无措等不

健康心理,并尽早为心理状态不佳的党员提供针对

性的心理疏导,帮助组织内党员及时有效的解决心

理问题,调节好党员心理状态,从而降低心理问题给

党员在工作中带来的负面影响。
3. 完善党内关怀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党内关怀专项资金,保障党内关怀的

物质基础。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设置专门用于党内关

怀的帮扶资金库,用于党内老、弱、病、残党员等困难

群体的抚恤,在正当需求范围内为更多困难党员提

供组织上的帮扶。 “要体现党内关怀机制的价值,就
需要有切实的关怀资本, 要有坚实的资金做后

盾。” [18]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村
规民约等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充实党内帮扶专项资

金的来源,尽可能扩展资金的筹集渠道。 例如常见

的渠道有上级拨款、党内募捐、党费、财政补贴等,为
党内帮扶提供坚强的资金后盾。 与此同时,也要注

意加强对党内帮扶资金的监督管理,对于党内关怀

资金的预算决算、使用明细记录以及公示制度等做

好明确规定和执行。
二是设置党员服务中心,提高党员服务水平。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设置一个党员服务中心,用于

处理党员日常困难,以便党员遇到困难可以及时求

助。 同时可以在党员服务中心设置服务日、服务电

话等,为党员提供更加方便有效的服务,有助于解决

党员工作中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激发党员的工作

热情。
三是建立党内关怀的评价反馈机制。 对党内关

怀成效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发现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有助于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建立党内关怀评价系

统,被关怀党员和党内关怀的执行者通过党内关怀

评价系统反馈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不断完善党内关

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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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olitical
 

lead-
ership

 

of
 

the
 

Par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to
 

lead
 

the
 

farmer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
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competence,
 

exec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enhance
 

its
 

political
 

leader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taking
 

villages
 

S
 

and
 

X
 

in
 

the
 

north
 

of
 

An-
hui

 

as
 

examples,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traints
 

for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such
 

as
 

leadership
 

role
 

to
 

be
 

strengthen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be
 

improved,
 

and
 

inner-party
 

care
 

mechanism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se
 

facts,
 

this
 

paper
 

views
 

that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from
 

three
 

aspects:
 

highlighting
 

the
 

leading
 

role
 

of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inner-party
 

car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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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