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2024年第2期·　　　　 ·新西部

Party's  History & Party  Building丨党史·党建 Ｐ

样但也常规化、固定化，新兴传播媒介涉及不多。

3、作用力弱化

首先，作用时间太短。党建品牌往往具有时效性，

结合当时的中央政策、省委部署同步开展。但一些党建

品牌存在创建以后就停滞不前的现象，不能根据政策变

化而及时更新。

其 次 ， 作 用 空 间 较 小 。 党 建 品 牌 主 要 作 用 于 省 直

机关各部门，对外影响力不强，在社会层面难以造成带

动作用。进一步说，即使是在省直机关各部门也各有不

同，业务繁重的单位对于党建品牌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如

业务相对轻松的单位，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决

定了党建品牌作用力的参差不齐。

最后，作用变化不定。一个党建品牌创立不容易，

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可是由于领导干部工作

变迁而被搁置，由于新一年工作安排的变动而被替换，

造成作用不断弱化，难以持久发力。

造 成 这 些 问 题 的 原 因 归 根 在 于 各 机 关 单 位 与 政 府

部门对党建工作的不重视。这里的不重视不是指对党建

工作的投入时间不够、力量不够、资金不够使得党建工

作开展不顺利，而是特指某些部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两张皮”下，党建工作目的不明确、过程不细致、研

究不深入等问题所导致的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到位，没有

加以重视、放在工作首位来抓这种情况。虽然看似党建

工作开展地很不错，全年覆盖时间充足、队伍建设专职

专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是很多部门是为了完成任

务而完成工作。时间虽然充足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队

伍虽然建设但是素质并未提升，形势虽然丰富但却与本

职工作相脱离。如此之下，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党建品

牌，更难以将已经成立的党建品牌进行深入挖掘和持续

建设。

提升四川省省直机关党建品牌质量的对策与方法

1、精心培育，深入挖掘品牌内涵

首 先 ， 省 直 机 关 工 委 指 导 各 机 关 党 组 织 根 据 单 位

党建特色、行业特点、业务性质，综合分析研究，明确

品牌创建方向。创建的党建品牌应与单位性质相匹配，

与业务工作相挂钩，与当前发展相契合。各单位应从实

际出发，不刻意追求党建品牌的数量，人为地创建不真

实、不客观、不实用的党建品牌。同时，也不应该懈怠

党建工作，造成不主动申请党建品牌，不主动关注品牌

运营的情况。

其次，制定培育方案、落实品牌培育措施。党建品

牌的发展应有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短期计划在于每年

有哪些党建品牌进行申报、运营、评估，这些党建品牌

的性质、特点、内容如何。长期规划在于一个单位内部

的党建品牌应该有所整理，有多少党建品牌，对内效果

如何，对外影响如何，各自都运营了多长时间，这些品

牌之间又是否有联系有交叉，以及这些品牌在过去有哪

些发展，在未来又如何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最 后 ， 分 析 培 育 标 准 ， 做 到 品 牌 培 育 “ 四 有 ” 。

党 建 品 牌 的 发 展 应 制 定 相 应 的 标 准 ， 即 品 牌 培 育 “ 四

有”：有名称和标识、有内涵和理念、有主题和载体、

有机制和成效。

其中，有名称和标识指的是党建品牌应该有符合自

身特点的党建名字和标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内

涵和理念指的是党建品牌应该有自己的着力点，适合党

组织的发展和进步；有主题和载体指的是党建品牌应该

有自己的党建活动基地和创新的党建活动形式，党建活

动长期开展进而形成党建品牌；有机制和成效指的是党

建品牌应该有完整的运行方案和成熟的效果运用，让党

建工作入脑入心。“四有”的标准要逐年补充和修订，

务必做到标准不浮夸，实施有成效。

2、实地考察，客观评估品牌成效

首先，明确评估内容。涉及党建品牌运营的哪些因

素是可以影响党建品牌质量的变化，将其纳入考核的相

关内容。一方面，从外因来看，党建品牌的主题内涵是

否鲜明、运行过程是否合理、实施意义是否重大等因素

要纳入考核。另一方面，从内因来看，党建品牌在该单

位的重视程度、规划安排、资金保障等也要纳入考核内

容。

其次，抽调评估人员。一是从党建品牌的组织领导

视角出发，在省直机关党组织书记中随机抽调5-7名同

志，组成考察评估组，深入党建品牌运营单位进行实地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参观新时代四川省机关党的建设成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