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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丨乡村振兴 Ｒ

◎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云南研究基地课题“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号：

2022YNDXZZJD0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中央一号文

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乡村振兴战略内含

的量化思维和技术取向更加明晰化。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时对云南省情给予了精准定位，即边疆、民族、山区、

美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

一系列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做法，本文拟结合云南边疆民

族地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进行探索。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现状[1]

1、三抓三促

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抓党建促

强边固防。通过压实五级书记抓扶贫责任、启动“干部规

划家乡行动”、实施乡村人才“归雁”工程、“领头雁”

培养、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创建“强边固防示范

村”、打造“边疆党建长廊示范带”等举措，不断加强乡

镇党委和村“两委”班子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2、项目化推进，抓实重点

2 0 1 6 年 以 来 ， 云 南 连 续 实 施 基 层 党 建 推 进 年 、 提 升

年、巩固年、创新提质年和智慧党建三年行动计划，同时

创新实施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强化全省基

层党建区域统筹，推动差异化发展，突出重点区域，打造

边疆党建长廊示范带、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区、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提升区、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两新党建

样板区，形成引领全域、辐射全域、带动全域的“一带四

区”党建新版图。

3、规范化建设，提高质效

云 南 在 全 国 率 先 探 索 开 展 党 支 部 标 准 化 、 规 范 化 建

设，研究制定12个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分三年统

筹推进各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达标创建。目前，全省已

有17.5万个基层党组织创建达标，其中省级示范基层党组织

1000个。

4、制度化巩固，抓实保障

云 南 建 立 健 全 以 财 政 投 入 为 主 、 党 费 补 充 、 社 会 支

持等多渠道党建经费投入机制，落实村组干部报酬待遇和

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省级财政每年投入

12亿元以上，保障村组干部待遇，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

制”，提升村干部待遇。

5、实战化引领，发挥作用

2021年，云南省选派8727支工作队、2.83万名干部驻

村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实行“五级段长制”和领导

干 部 包 保 责 任 制 ， 向 全 省 1 9 9 5 个 抵 边 一 线 村 （ 居 ） 民 小

组，选派2004名第一书记和驻组干部，在边境线设立4455

名段长；累计投入15.45亿元，实施309个村强边固防“四

位一体”建设项目，不断巩固提升边民富、边关美、边疆

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1、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方面

“党建+电商”助力不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商

平台已经成为产品销售的主渠道，乡村振兴必然离不开电

商这一途径，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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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三抓三促、项目化推进、规范化建

设、制度化巩固、实战化引领等方式，但仍存在电商助力不够、“头雁”队伍不足、乡村文

化特色不足、生态意识薄弱、组织队伍覆盖有限等问题。只有以高质量党建强化边疆民族地

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引领乡村振兴走深

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