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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化党建的人才质量不高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树 立 选 人 用 人 正 确 导 向 ，

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在区域化党建工作中，领导班

子能力的强弱、素质的高低，将成为决定党建成效的重

要因素。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在助推区域化党建的

过程中，虽然也会从党委班子中选派一些经验丰富的领

导干部到区域党组织指导工作、分享经验，但是在实践

中也存在问题。例如，领导干部的流动性较强，缺乏归

属感，对驻区党建情况、业务情况等缺乏深入的了解。

这种情况下开展区域化党建工作，很容易出现“水土不

服”的情况，各项计划不能推行，党建模式缺乏创新，

不利于区域化党建质量的提升。

国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的优化路径

1、突出特色，塑造区域化党建品牌

国有企业要想开展好区域化党建工作，必须坚持因

地制宜的原则，充分挖掘本地的特色和优势党建资源，

打造特色鲜明的党建模式，塑造区域化党建品牌，才能

减轻区域化党建工作开展中的各项阻力，保证党建取得

实效。总结来说，区域化党建品牌的塑造离不开以下两

个要素：

一 是 整 合 利 用 区 域 内 的 党 建 资 源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化、红色文化等，都可以为党建活动的组织、开展提

供必要的素材和无尽的灵感。国有企业的党组织要在深

入调研、多方走访的基础上，熟悉该区域有哪些优势、

特色的文化，并围绕党建工作的开展需要，让文化传承

与党建教育相统一。为了实现党建教育的常态化，国企

区域党组织也要投入时间、精力建设好党建基地，使基

层党员能够就近参加学习、接受教育，实现政治觉悟、

职业素养、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区域党建基地应实行

“1+N”共享运行模式，通过实现党建资源共建共享，为

区域内党员群众提供各项配套服务。[3]这种1个基地、N种

服务的模式也成为区域化党建的特色之一。

二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交流、借鉴的基础上将

优秀的区域化党建经验和模式推而广之。每个季度开展

一次优秀党组织示范带动区域化党建的活动，从多个区

域挑选出优秀党建活动案例，号召区域党组织成员集中

观看、深入讨论、交流经验，并对照自身寻找不足，制

定改进方案，确保在今后的党建活动中可以补齐短板，

实现区域化党建工作水平的渐进式提升。在相互借鉴的

基础上，创新区域化党建模式，组织开展内容丰富、主

题多样的区域化党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将党建活

动品牌树立起来。

2、强化引领，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 “ 把 党 的 领 导 落 实 到 党

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国有企业在助

推区域化党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好党的核心领导

作用，以党建为载体，将党的新理论、新政策及时传递

到基层；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党的建设与中心业务相结

合，发挥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让区域化党建与区域性业务有机融合，要求国有企业要

扮演好两个角色：

其 一 是 当 好 “ 先 锋 官 ” 。 国 有 企 业 作 为 一 个 区 域

的投资方，经过前期开展区域市场调研，以及后期进行

区域项目运营管理，对驻区单位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

解。基于这一前提，在助推区域化党建开展的过程中，

国 有 企 业 必 须 要 发 挥 自 己 的 先 导 优 势 ， 肩 负 起 “ 先 锋

官 ” 的 角 色 任 务 ， 主 动 寻 求 党 建 与 业 务 相 结 合 的 着 力

点。例如，国有企业的驻区党组织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展

开走访调查，了解党员群众在日常工作、业务开展中面

临哪些困难、遇到哪些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展区

域化党建活动，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其二是当好“排头兵”。国企党组织应当树立成为

区域内党组织“排头兵”的决心和觉悟，将自身在党建

方面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区域化党建活动的开展优势。

在切实提高区域化党建成效的同时，更好发挥党建服务

中心工作的作用。为了承担好“排头兵”的责任，国有

企 业 的 党 委 和 区 域 党 委 要 加 强 联 系 ， 共 同 构 筑 “ 开 放

式”党建工作平台，打破双方之间的信息屏障，在经验

交流、资源共享中不断提升区域化党建效果。 [4]在国有

企业党组织的大力帮扶下，区域化党建力量也会持续壮

大，进而在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3、注重创新，丰富区域化党建模式

提升区域化党建工作质量，要求区域党组织必须树

　　国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既是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直接体现，同
时对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国企自身的改革发展也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