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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较为模糊，一定程度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造成了

阻碍。乡村振兴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身为党中央在

基层的代理人，其一，要充分发挥“中间人”作用，将

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以“听得懂、看得见”

的方式传达给人民，少一些“阳春白雪”，多一些“下

里巴人”。其二，要“躬下身”，走访基层、深入农民

群体、了解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动态，以便准确掌

握 基 层 群 众 的 共 性 和 个 性 ， 更 好 地 解 决 重 点 、 难 点 问

题。其三，要“竖起耳”聆听人民群众在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中的诉求及反馈，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以

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良性发展。

（四）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实干笃行，担当乡村振

兴总抓手重任

面 对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新 生 问 题 ，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要

“敢干”，在基层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之下，要以

实干笃行的精神品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破除思维固化，敢于在传统中寻找

新思路，让乡村振兴战略随势而变。面对乡村振兴中棘

手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会干”，想要干成事就要

会干事，对于乡村振兴中的难题、局面破解不了，便是

能力不足、本领不够，所以既要实干又要提升能力。党

员必须有思路、有目标、有方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总结问题。面对乡村振兴中推诿的重题，农村

基层党组织要“能干”，“基层是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

所经历的危险、考验与问题也尤为复杂”，[6]所以基层党

员干部更要在能干上加大力度，跟上形势变迁和时代发

展，对重点问题准确把握并切实解决，主动走上乡村振

兴的主战场，担当起重任，开创实干兴邦美好未来。

（五）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推动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

才支撑，完善对乡村党员的管理和培养，让优秀党员成

为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中坚力量和后备干部力量，

注入新鲜血液，提供新生力量。所以，广大基层党组织

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高素质

人才党员的发展。一是推动高质量人才引智下乡、引德

入 党 。 一 方 面 ， 扩 大 用 人 视 野 ， 让 优 秀 高 校 党 员 毕 业

生、优秀党员退役军人等进村任职，鼓励各路人才“上

山下乡”，扩充人才储备库，丰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源

头活水，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增强基层党

员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让基层干部更加

多元化；锻造高素质党员队伍，壮大党在基层的攻坚力

量。二是在原有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基础上，加强党员知

识技能、农业科技的培训。通过继续教育、实地调研等

形式，提高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和领导水平，让党员干

部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一线指挥中，更加有底气，推

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结　语

民 族 要 振 兴 ， 乡 村 必 振 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中 强 调 ，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 关 键 是 要 打 造

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当前，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农村的重点任

务就是打赢、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伟大一战，

关键就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要武

装一批强思想、会实干、能为民、高质量、有效率的基层

党员队伍，不断巩固扩大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彰显的执政

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此做好乡村振兴战略的

持续推进和成果的有效巩固，为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农村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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