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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8_AE_BE_E7_c25_20696.htm [关键词] 新农村； 农

村基层党组织 [摘 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必须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本文

即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一主题，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中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

任务，并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2006年1月21日正式

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即通常所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十

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这是2004年

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

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农

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必须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组织保证。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

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基层组

织来落实。如果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和政权基础就不牢靠、不巩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一

项长期任务，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是党在农村全部工

作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党联

系农民的纽带。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是根本、是关键。当前全国约有3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而

农村基层党组织约占其中的1/4。“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

根基，影响到党的工作大局。只有基础坚实牢固，党的执政

地位才能得到巩固，执政能力才能逐步提高，党才能经受得

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九

亿在农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进行革命还

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国情。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

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

国共产党，是带领农民群众艰苦奋斗、同舟共济、万众一心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

和骨干力量。农村发展的快与慢，农村稳定不稳定，农村基

层党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把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变成广大党员和群众的

自觉行动，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贯彻。农村基层党组

织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联系群众，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形

象，影响与决定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胡锦涛总书记在贵

州考察时指出：“农村发展，归根到底要靠基层组织带领群

众苦干实干”。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是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组织保证。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保党和国家在农村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对本村的重大事情做出决策。农村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是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最终贯彻落实者，中央再好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农

村基层组织的贯彻落实，也是一纸空文。这也是农村基层组

织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其次，农村党组织是带领农民群众发

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农村基层党

组织只有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理出一条好的经济发展思

路，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导组织，如果能结合本地实际，

因地制宜，规划好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群众就会跟着走，

跟着干，“农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也正说明了这个道

理。其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象征和捍卫者，是

党的形象在农村的体现，党的权威在农村发挥得好不好，党

的队伍有没有战斗力，关键靠党支部去体现，农村稳定不稳

定，也与村支部的战斗堡垒能否发挥作用有直接关系。其四

，农村基层组织是壮大党的队伍、搞好党的组织建设、思想

建设的培训者和实施者。农村基层组织要不断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发展党员，为党的肌体输入新鲜血液，才能使我们的

党永葆青春活力。要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开展形

式多样的党的教育活动，才能使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其五，领导共青团、民兵、妇联

等群众组织，发挥各自的作用，促进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近

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切实加强“三

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粮食连续两年

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

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但我

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面



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问题。目前，我

国农村党员数量少、年龄大、文化低，有些农村由于历史、

政治的原因，近十几年来几乎没发展新党员，现有的党员也

大多是从部队转业复员回乡的，致使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

子和整个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生机和活力不足。并且党员外

出多、活动性大、管理松散，随着城乡一体化和民营经济的

发展，劳动力转移步伐越来越快，党员作为村民中素质较高

、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群体，他们的流转更加频繁，有的在

外打工经商，有的长年在海外，党员流动性大，增加了平时

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的难度。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领

导发展的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眼界不够宽

广、信息渠道单一，缺乏机遇意识，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不

清，点子不多，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

连自我发展的能力都不足,就更不用说去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而部分先富起来的干部，带富意识不强，主动性不够，甚至

担心参与的人多了会影响自己受益，致使基层党组织无法发

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农村党员干部还存在工作理念不新，

工作方式陈旧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观

念陈旧，思想僵化，凭老经验工作，老习惯办事；有的法制

意识不强，有法不依，靠资格、靠辈份去解决问题；有的作

风不民主，独断专行，不尊重民意；有的采取愚民政策，糊

弄百姓。在农民被动参与的传统体制中，政府指示高于一切

，干部只要传达上级指示，农民被动接受即可，政治动员一

般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干预等强制方式，宣传说教多，利益

诱导少，上述行为方式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农村

基层自治组织的发育和民主建设的推进，农民的民主意识、



法制意识、政治参与热情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不摆

脱传统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就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对党的

执政能力的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