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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思想的基础之上，并继承了毛泽东从严治党的党建思

想，以及邓小平所提出的要以世情、国情、党情为依据的

党建智慧，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这一重要论述作为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该论述将政治功能摆在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首位，保证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方向正确，并且能够

确保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其组织功能；以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组织力为重点，明确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重心；有助

于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建设，为基层

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树立群众意识，主动联系群

众，接受群众的监督；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积极

创新基层党组织制度设置。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党建重要论述还囊括了

党组织内部民主问题、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问题、不合格

党员处理问题及组织内部激励和关怀等，其内容多元、覆

盖面广，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

（三）实践价值

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实践，实践性和指导性

也是习近平关于基层党建重要论述的两个鲜明特征。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基层党建相关论述同样“生长”于长期的实践过程

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调查研究是党的基层建设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习

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多次对基层党组织进行实地调研，足迹

遍布社区、乡村、企业等。

以2013年7月在河北、兰考两地的调查研究为例，习

近平总书记了解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概况，并与各级党员

干部以及基层群众深入座谈，以了解最真实的基层建设情

况。在调研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每个基

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

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

很有力量，我们的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会

坚如磐石。”[11]在兰考县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提出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

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和党员干部的“领

头羊”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时代，网络阵地在基层党建中的意义愈发重大。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兴媒体飞速发

展，为基层党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得益于互联网的

发展，党的基层工作的形式和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与其他

各级组织之间的沟通也更加便捷，内容更加多元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由此产生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这一

论述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建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

以来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同时也进一步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实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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