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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何　旭

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领域、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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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区域化党建开展过程中面临的特色不够明显、引领作用不

强、模式相对单一等问题，结合党建实践提出了塑造区域化党建品牌、推进党建与业务

融合、丰富区域化党建模式，以及打造高素质党建队伍等解决对策，为新时代国有企业

在区域化党建中彰显作为提供了一定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

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目的之一就是将国企的党建优

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更好地履行国有企业作为国民

经济支柱的职能作用。相比于以往的单位党建、社区党

建，区域化党建具有地域性、多元性、开放性、网络性

等特点，可以将相对松散的党组织结合成为党建“共同

体”，进一步提升党建质量。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区域化

党建工作，将丰富的党建经验、新颖的党建模式、优秀

的党建人才，作为推动区域化党建高质量开展的核心动

力，最终实现区域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区域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

国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存在的问题

1、区域化党建的特色不够明显

区域化党建面向的对象是驻区的基层党员职工，这

部分人群以“90后”为主，他们对形式新颖、富有特色

的党建活动有着更高的参与度。国有企业在助推区域化

党建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定期开展特色鲜明、主题丰富

的党建活动，可以吸引党员职工积极配合、踊跃参与，

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建育人价值。从调查情况来看，区域

化党建缺少明显的特色，没有使人产生“耳目一新”的

效果，其开展效果也会大打折扣。[1]例如，驻区党组织直

接照搬国有企业的党建模式，而没有充分考虑驻区的实

际情况，也没有整合、利用驻区的一些特色党建资源。

这就导致驻区的党建内容、党建模式高度同质化，成为

制约区域化党建高质量开展的主要障碍。

2、区域化党建的引领作用不够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中 国 特 色 现 代 国 有 企 业 制

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对于驻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以

及党员职工思想觉悟和职业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 [2]目

前来看，区域化党建对驻区中心工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还有待加强，国有企业助推区域化党建发展仍然面临较

大的阻力。分析其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驻

区党组织对中心业务和市场形势的了解不够深入，片面

关注党建，而忽视了业务。由于党建与业务相互割裂，

导致党员职工忙于生产任务而很少参与党建活动，成为

制约区域化党建高质量开展的主要原因。其二是缺乏便

捷、高效的区域化党建平台，导致驻区党组织与基层党

员职工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区域化

党建只关注表面形式，而未能融入业务实践，造成区域

化党建引领作用的弱化。

3、区域化党建的模式相对单一

国企党建的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创新党建模式，才

能对党员职工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在党员职工积极配合

的过程中，让国企党建得以高质量开展。国有企业助推

区域化党建也要将这一成功经验推而广之，才能保证区

域化党建取得预期成效。从调查情况来看，区域化党建

仍然存在模式相对单一的问题，党建内容以学习教育为

主，许多党员职工的积极性并不高。当然，也有一些区

域党组织尝试借鉴其他地区的党建模式，但是忽视了不

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导致新的党建模式并未取得预期成

效，难以在驻区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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