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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统战文化主题公园，作为群众“日用而不觉”

的 统 战 文 化 集 中 展 示 园 地 ； 创 新 组 织 形 式 ， 将 “ 看 扬

州·爱家园”“体验扬州·感受美好”、区华商会助学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联谊交友等活动推向纵深，增强关

系黏性，以樊川镇为例，将具有代表性的统战人士纳入

镇 党 委 和 村 （ 社 区 ） 党 总 支 领 导 班 子 联 谊 交 友 对 象 名

册，以调研座谈、走访慰问等方式主动听取和收集统战

人士的意见建议，拓展经常性联系渠道；着力提升统战

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以“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作风过硬”为标准，打造一支合格的统战干部队伍。

当前基层统战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江都区的基层统战工作虽然在强化政治引领、聚焦

中心大局、加强措施制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距离高质量推动工作的要求还有距离。

对基层统战工作把握不准，工作成效不够显著。相

较于其他工作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一是在对统一战线

重要性的认识上有所不足，在思想上不够重视，这导致

了他们在了解政策和推动工作上缺乏应有的动力。二是

部分基层党政部门对新形势下基层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变

化反馈不及时，仍然认识不到统战也是基层政府的一项

重要工作，过分夸大统战工作所涉及的行政级别，导致

部分基层统战工作浮在表面。

对 基 层 统 战 工 作 不 够 全 面 ， 工 作 机 制 有 待 完 善 。

从调研情况来看，江都区在对非公企业的统战工作上，

还显得相对不足：一是在服务企业发展上，没有能够做

到“有的放矢”，采取的部分措施不够精准。二是在政

治参与渠道上，非公经济的代表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途

径 ， 渠 道 设 置 不 够 合 理 。 三 是 在 载 体 作 用 发 挥 上 ， 商

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一般只承担着沟通联络的作用，无

法有效解决成员急难愁盼的问题。四是干部队伍建设不

够全面，近年来虽然重视基层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但部

分 统 战 干 部 在 工 作 经 验 上 的 短 板 难 以 通 过 培 训 迅 速 补

齐，不能很好地同党外人士打交道。

对 基 层 统 战 工 作 不 够 创 新 ， 特 色 品 牌 有 待 打 造 。

江都区结合近几年对基层统战的实践探索，破除思维定

势 ， 创 新 工 作 举 措 ， 但 未 能 打 造 出 具 有 特 色 的 “ 大 统

战”工作品牌。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基层统战面临

的问题也在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相关的工作要跟上

步伐。比如，一些基层统战干部还是以过去的思维来看

待新的问题，将统战工作的特殊性、政治性、原则性当

成“墨守成规”的借口，将“照本宣科”当作完成工作

的遵循，还有一些统战干部则选择“躺平”，只求应付

上级的考核，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本地区的

统战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对基层统战工作缺乏领导，基层认识有待提高。调

研中发现，各镇具体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数量与实

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领导力量相对薄弱；同时这些统

战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从事统战工作时间较短，一线的

工作经验十分匮乏。调研中还发现，受访的基层工作人

员中对新修订的《条例》进行过系统学习的仅占少数，

大多数人只是听过一两场宣讲，且受访工作人员和统战

对 象 都 反 映 宣 讲 方 式 过 于 单 一 ， 存 在 “ 走 过 场 ” 的 现

象，这也导致了部分群众对统战工作不熟悉、不理解，

人民群众参与度有限。

探 究 存 在 不 足 背 后 的 产 生 原 因 ， 其 影 响 因 素 是 多

方面的，其中与对工作的认识把握、工作机制、工作方

法、相关制度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主

要表现在：

（一）基层统战认识把握不到位

一是部分领导干部认为统战工作还是以虚为主，没

有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基层统战工作的推动之中。

二是部分工作人员由于受到自身水平和外界影响的

限制，不能正确认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对统战工

作不积极，更加没有工作创新的热情。

三是部分统战工作对象对统战工作“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对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加之统战工作跟

实际工作的联系并不密切，这都导致了他们对参与统战

工作的消极态度。

（二）基层统战工作机制不完善

一 是 缺 乏 畅 通 有 效 的 统 战 领 导 机 制 。 在 调 研 中 发

现，对统战工作重视程度有这样一个逐层递减的趋势，

越是到基层，对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越弱。因此，需要

有一个由党委、统战部门、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四方共

同参与的统战领导机制。

二 是 缺 乏 协 同 配 合 的 统 战 工 作 机 制 。 从 调 研 情 况

看，由于缺乏一个领导机制，所以与统战工作有关的单

位、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难以发挥出协同

作战的强大合力。

三是缺乏有效的统战考核激励机制。由于对统战工

作的成效难以界定，所以在统战工作的考核中缺少可行

的激励措施，加大影响了工作人员的热情。同时，仍然

将“看材料”作为主要的考核方式，就会造成了一个错

误的考核导向。

（三）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待创新

面对非公经济、外资企业中具有“三高”“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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