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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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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十七大强调的推进

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使城乡党的建设与

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指导思想上相一致、工作目标上相协调、工作部署上相呼应、工作成效上相促进。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

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提高城乡党组织互动

发展的能力。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党建工作不适应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现状。  

  第一，提升城乡基层组织建设水平，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围绕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城乡

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农村、企业、城市社

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着力改进农村党组织

的工作方式，完善农村组织设置，改进对农村党员与流动党员的服务和管理。加快农村发展，离不开

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其领导发

展的能力，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

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使其真正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火车头和排头

兵。  

  第二，完善城乡社区新型治理机制，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功

能，加快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管理向城镇社区管理体制转变，提高社区服务和管理水

平，改善人居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提高城乡社区的宜居性和品位。完善城乡基层各项民主管理制度，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实行社务、村务公开，构建以群众利益为核心、以人民满意为基本取向

的基层运行机制。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民主管理，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切实发挥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坚持产业兴村，着力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

能力，除了看其政治工作能力外，还要看其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和农民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制定正确

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从完善水、电、路、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入手，大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发展农村经济，要走产业兴村的路子。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依托、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

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效益农业。要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

济，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四，加强城乡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

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干部的交流等，积极稳妥地推进基层民主，推广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

 



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拓宽农村基层干部选拔渠道，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打破地域、行

业、身份限制，把那些政治素质好、领导能力强、有市场经济头脑、勇于开拓进取的年轻干部选拔到

乡村领导岗位上，完善制定鼓励政策，选派县乡年轻干部到乡村任职，引导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基

层工作，实现“一村至少一名大学生”担任村级领导班子成员。加大对基层干部的激励和支持力度，创

造条件为基层干部提供到党校、行政学院等机构学习培训的机会，增强农村干部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的能力，落实干部报酬待遇，建立农村基层干部激励机制，健全并落实基层干部报酬待遇和相应的社

会保障制度。  

  第五，大力推进城乡协作和城乡融合。城乡协作,是指城乡产业间,各经济主体间,依据经济规律和

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自愿地和平等地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结合。城乡间的各种协作具有客观必然性

和现实必要性。城乡各展所长,互补优劣,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离开了城市的带动，农村便无从发

展，反过来说，离开了农村的支持,城市的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城乡融合,是指城市

与乡村之间十分密切、非常协调、融为一体的新型关系。一是人口融合。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居

住着大量的农业人口,城市聚集着拥挤的工业人口的畸形状态,逐步推进乡村人口城镇化。二是政治融

合。就是要充分体现工农联盟,使城乡居民成为最密切的合作者,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经济融

合。就是要促使城乡经济协调和同步发展。四是文化融合。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切实提高

乡村文化教育水平,真正使城乡在文化上共享人类的财富。五是生态融合。彻底消除城乡生态对立的旧

格局,建立一个共存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上述诸方面的融合,最终形成人口、政治、社会、经济、

生态一体化。  

（执笔：刘俊英、张庆磊、魏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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