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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没有与企业的经营发展相适应，党建带动企业

发展的思路不够明确，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和企业经营

发展的目标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对党建工作重视程度

不高，导致党建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某企业

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企业领导将生产经营目标列为重中

之重，而党建工作计划则被简化为几次例行会议，缺乏

具体实施细则和目标。在进行年度总结时，对技术突破

和市场拓展成就大书特书，而对党建工作的成效一笔带

过，甚至在内部表彰中也未对党建工作优秀个人或团队

予以认可。在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党建工作被认

为与业务重组无关，导致党组织在调整过程中被忽视，

党建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影响。

提升国企党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党的领导是引领国有企业发展的旗帜，也是国有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和根本保障。随着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建工

作，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凝聚力。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 组 织 是 国 有 企 业 党 建 工 作 的 核 心 ， 建 强 党 组 织

是加强国企党建工作的关键。通过进一步强化党组织建

设，提升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国企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更加有效地推进党建工作。

一是强化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明确

基层党组织的职责和权力，选优配强基层党支部成员，

提高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使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

用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建立党员示范岗和党员责任区，

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服务质量提升紧密结合，促使

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和

效率，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二 是 发 挥 党 组 织 领 导 核 心 作 用 ， 把 党 的 领 导 融 入

国有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相融

合、与企业文化相融合，使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中的法定地位得以明确和落实。实施“党建+技术创新”

工程，鼓励党员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项目，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增强党建工作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三 是 增 强 党 组 织 战 斗 力 ， 加 强 员 工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及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断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高思想道德素养，不断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成立临时党组

织，发挥党组织在项目中的协调和监督作用，有效解决

施工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开展“党员

亮身份”活动，要求党员在工作中佩戴党徽，公开承诺

考核工作流于形式。例如，某企业在一次党建工作考核

中，一个党支部因为会议记录详尽、学习笔记规范而获

得了高分，但实际上党员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并不深入，

党组织生活也缺乏吸引力和实际效果。某公司分公司因

为成功举办了多次党日活动而获得了考核上的好评，但

这些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未能有效提升党员的思想政治

素质或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某下属单位因为党建宣

传栏更新及时、活动照片丰富而得到了表扬，但这些工

作并未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实际动力，员工对党建工

作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并未得到提升。

（三）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

一 是 党 建 引 领 作 用 发 挥 不 充 分 。 党 建 工 作 部 门 需

要承接的党建任务较重，部分党务工作者身兼多职，在

实际工作中由于自身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足，

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也缺乏足够了解，不能提出实

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双融双促的有效举措，导致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脱节，未能为企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例如，某企业在一次生产设备升级的关键时

期，党组织未能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导致升级工程进

度缓慢，职工士气低落。在开发新产品时遇到了技术难

题，党组织未能有效介入，提供解决方案或鼓舞团队士

气。党员在技术研发中的作用不明显，党建工作未能转

化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在一项重大工程中，由于党

建工作与项目管理脱节，导致项目团队缺乏凝聚力，工

程进度和质量控制出现问题。党组织未能在关键时刻发

挥领导核心作用，影响了企业信誉和效益。在企业面临

市场转型的关键时刻，党组织未能及时调整工作重心，

为企业提供战略指导和思想支持。党员在市场开拓和产

品创新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企业的转型

发展。

二 是 对 党 建 工 作 重 视 程 度 不 高 。 一 些 国 有 企 业 的

党史·党建丨Party's  History & Party  BuildingＰ

做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