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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部分统战对象，必然需要对传统的统战方式方法

进行一定的创新。但在调研中会发现，对于这一部分群

体的日常统战工作，还是主要依托工会和社团的主渠道

作用，并未结合这一群体的特点，开展主题丰富的联谊座

谈，亟待进一步创新的沟通手段、活动形式，限制了统一

战线作用发挥。

（四）基层统战工作制度不健全

从实际的调研情况来看，虽然当前已经制定了一些

基层统战工作方面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只是常规性或是

基础性的，只能满足于保证基层统战工作的正常进行。

同时，没有根据江都区的一些实际情况制定具有江都特

色的一些制度，制度建设上缺乏针对性，难以对本地的

统战工作加以规范、支持和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

推动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将统一战线与全过

程人民民主共同提及。因此，江都区要立足全过程人民民

主视野，探求推动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充分汇聚基层的智慧和力量，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深走实。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发展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这一

根本前提。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不

是矛盾的，反而是辩证统一的。实现党的领导就需要团

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需要统一战线来实现达成社会

各方共识的目的，才能在新形势下走好走实群众路线。

而统一战线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

对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

能保证统一战线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不会背离初心。

一是要加强学习。要充分认识基层统战工作面临的

挑战，充分把握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基层各级党委，特别

是领导班子成员，都应当加强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有关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政策。

二是要抓好责任落实。县区一级首先要扛起推动统

战工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镇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开展，由“一把手”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

具体抓；每年要“定期+随机”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既系

统谋划各阶段工作，又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要细化考核体系。既要充分考虑党委政府的全

年工作目标和具体部署，也应广泛征求相关人员的意见

建议，各方面通盘考虑、系统谋划，形成可操作、有特

色的考核指标体系，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

（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统一战线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载体，所以三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

一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体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在基层党建的日常工作中融入基层民主协商，同时不断

完善基层民主协商的制度、政策与平台，形成一套行之

有效的基层民主协商体系。

二 要 常 态 化 基 层 民 主 协 商 会 议 。 乡 镇 、 村 （ 社

区）、网格等各级通过常态化进行“都来谈”基层民主

协商会议，对日常管理以及村（居）民关心的矛盾问题

进行协商。首先能够有效地改进乡镇、村（社区）、网

格的工作，还可以在及时调和社会相关矛盾问题中潜移

默化地达成广泛共识。

三要建立健全区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区委的

领导下，区委统战部作为牵头部门，联合工商联、侨联

及各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加强课题的调研和对重大问

题的沟通协调，充分凝聚各方共识，推动基层统战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三）扩大统一战线包容范围

统一战线的最大功能就是能够汇聚多方力量、扩大

共识，有效促成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以及各民族群

体等的团结。

一是要加强求同存异的意识。一方面，既要巩固好

共同的政治理想，扩大已有共识的接受度，也要紧跟形

势发展不断达成新的共识，接纳新的成员；另一方面，

还要进一步营造民主气氛、打造民主环境，鼓励各方通

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

二是要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开

展“线上+线下”的多层次统战工作，进一步运用联谊交

友和网络统战等新型统战手段，将统战工作深入到“零

散”细节处，使统战工作更具时代性、实效性；通过网

络动画、短视频、网评等网络作品，将各界别的统战工

作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及相关政策以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出去，提高政治引领的感染力、吸引力；

打造“龙川同心+”特色统战品牌方阵，在此基础上搭建

新媒体矩阵，增强政治引领的渗透力、辐射力，不断拓

展统战的层次和范围。

三 是 要 加 强 党 外 代 表 的 队 伍 建 设 。 首 先 要 把 好 党

外代表的入口关，真正留下真心参与其中的优秀党外代

表；其次要创新与党外人士的互动渠道，并不断完善相

应的选拔聘用机制；此外，对党外代表的教育培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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