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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建设和发展征程中所提出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是我国在解决“三农”问

题过程中所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前往黑水县红星村发放纸质问卷进行调查和实地走访调研，进行

数据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红星村通过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取得了系列实践成效，不断强化政治建设，

夯实工作队伍，同时打造示范产业，盘活乡村经济，并且坚持以民为本，提高生活水平。针对红星村基

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存在的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产业引领能力不足、可持续发展不乐观等现

实困境进行了原因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资源优势薄弱、机制建设不足是影响红星村基

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结合红星村实际，红星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强

化组织产业振兴引领、优化组织规范机制建设，持续本村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长效发挥，不断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在红星村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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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by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ey of the new era, an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proposed 
by China in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By distributing paper questionnaires to Hongxing Vil-
lage in Heishui County for investigation and conducting on-site visits, relevant conclusions were 
drawn through data analysis. Red Star Village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practical results in lea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consolidating the work team, while creating demonstration industries, revitaliz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adhering to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s to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A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lea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ongxing Village, such as relatively lagging construc-
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teams,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and pessi-
mis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ack of reserve forces, weak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insuffi-
cien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ongxing Villag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ongxing Village,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Hongxing 
Villag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member and cadre team, enhance the lead-
ership of organization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norms 
and mechanisms, continue to play a long-term leading role in the party building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village,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Hongxing Village. 

 
Keywords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Party Building Lea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体系建设与质量发

展[1]。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2]。因此，

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党建引领作用进行研究，有利于把握其实际成效

和存在的现实困境及成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供具有时效性的指

导保障和针对性的理论参考。 
本文选取了黑水县红星村(以下简称“红星村”)进行实地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实地走访观察为辅。

目前对于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一般城市地区这一实际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研究较少，究其经济水平、地理环境、民族属性等方面皆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红星村

是阿坝州藏族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自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活动以来，取得了一定的建

设发展成效。但是，红星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现实状况到底如何？有没有存在现实困境？造成其现实

困境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未来的提升路径又在何方？这是红星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需要

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本文将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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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研究 

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在有关农村基层党建的既有研究中得到关注和聚焦，也为本研究

中的相关概念界定、问卷设计和调查分析等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首先，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关键主

体。夏银平，汪勇(2021)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所有农村组织中最具坚强战斗力和引领力的组织[3]。对于

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地位属性和应具备的组织职能，周永伟，李彦霖(2023)认为其主要承担着领导农

村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是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核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主导力量[4]。其次，对于基层党建这一实际抓手。何得桂，韩雪(2022)认为基层党建是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关键力量[5]。周辉(2018)阐述了基层党建的基本原则遵循，要做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稳扎稳

打，实现基层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6]。最后，对于乡村振兴这一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7]综上所述，

本研究中“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基本概念是指作为我国基层重要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在遵

循各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发挥自身各项基层党建职能，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机融合，进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不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 

2.2.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进路的研究 

对于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研究，为本研究在实际调查分析后的实践进路探索指明

方向，对于后文分析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中可能存有的现实困境、原因分析和对

策建议提供理论借鉴。在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指引方面，周辉(2018)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基层党建变革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以及新方法[6]。在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建

设方面，田华(2019)认为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各项能力和乡村治理能力[8]。在基层

党组织的工作方法方面，潘传辉(2019)认为唯有创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才能够充分激发新农村建设活

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9]。由此可见，在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中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持续增强各项能力建设，不断创

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方法，为新时代农村现代化的协调长效发展提供保障。参考上述已有研究，

并结合实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和优化对策，以期为红星村基层党建在引领乡村

振兴实践提供更具现实价值的参考借鉴。 

3. 问卷设计与调查分析 

3.1. 问卷设计思路 

首先，为了更好地了解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按照调查样本的政治面貌，将问

卷分为了“黑水县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调查问卷(党员)”和“黑水县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调查问卷(群众)”2 类问卷。其次，“党员”和“群众”2 类问卷在结构内容方面均设置了“基本情况

调查”“基层党建调查”“关于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本情况调查”和“政策建议调查”4 个部分的调

查内容，其中第二个部分“基层党建调查”的调查题目内容有所区别差异。再次，数量方面，“党员”问

卷有 31 个问题，其中 2 道多选题，26 道单选题和 3 道填空题。“群众”问卷有 30 个问题，其中 2 道填

空题，28 道单选题。“党员”问卷在第一部分“基本情况调查”中，多设置了 1 道“入党年份”题目。

最后，问卷内容主要涵盖了对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

振兴 5 个方面的评价，以期真实反映出红星村村民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作用成效的评价。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848


彭晓彬 
 

 

DOI: 10.12677/ass.2024.139848 567 社会科学前沿 
 

3.2. 问卷调查实施 

首先，调查对象为在红星村生活居住的村民，即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样本根据政治面貌细分

为“党员”和“群众”两类。其次，本次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是在 2023 年 5 月 17 日前往红星村开展党

建指导工作过程中完成，过程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采用匿名自主填写或者当面问询两种方式完成，

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最后，本次累计回收各类有效问卷数额符合预计目标，2 类问卷共实际发

放 50 份，各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20 份，共计 40 份，有效率 80%。 

3.3. 问卷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的数据录入与分析，主要采用 Visual Fox Pro 数据软件进行纸质问卷数据的录入，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问卷中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进行整理，检查并修正数据中的错误、缺失

值、异常值等，对数据进行编码、分类、标准化等处理。其次，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符合分析条件的数据

集，数据描述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来描述“党员”和“群众”2 类问卷数据的基本特征，对部分数据

进行了拟合优度检验和帕累托分析。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和研究背景，解释数据分析的意义和可能的原

因，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对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关认识结论和针对性建议。 

4. 结果分析 

4.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中，其中政治面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有 20 名。从表 1 可知，男性占比最高为

90.00%。从学历分布上来看，“初中”比例是 90.00%，样本数为 18。就从业类型来看，样本中“种植业”

相对较多，样本数为 11，其次是“养殖业”，选择“其他”的样本数为 3，均为“务工”。根据问卷调查

数据，51 岁~60 岁年龄段占比最多，为 50.00%，31 岁~40 岁年龄段占比为 25.00%，41 岁~50 岁年龄段

的样本量为 4，在 18 岁~30 岁年龄段的样本量仅为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of party members in Hongxing Village 
表 1. 红星村党员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变量值 样本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18 90.00 90.00 

女 2 10.00 100.0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1 5.00 5.00 

初中 18 90.00 95.00 

高中(含中专) 1 5.00 100.00 

从业类型 

种植业 11 55.00 55.00 

养殖业 4 20.00 75.00 

林业 1 5.00 80.00 

手工业 1 5.00 85.00 

其他 3 15.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本次问卷调查中，政治面貌为“群众”的有 20 名。从表 2 可知，样本中 60.00%为男性，女性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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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是 40.00%。大部分样本为“初中”学历，比例是 65.00%。样本中“种植业”相对较多，比例为 60.00%，

其次是“其他”，样本量为 4，选择“其他”选项的从业类型均为“务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在 18
岁~30 岁年龄段的占比最多，为 35.00%，31 岁~40 岁年龄段的样本量为 4，41 岁~50 岁年龄段的样本量

为 4，在 51 岁~60 岁年龄段的样本量为 3，在 60 岁~70 岁年龄段的样本量为 2。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of the masses in Hongxing Village 
表 2. 红星村群众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变量值 样本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12 60.00 60.00 

女 8 40.00 100.0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5 25.00 25.00 

初中 13 65.00 90.00 

高中(含中专) 2 10.00 100.00 

从业类型 

种植业 12 60.00 60.00 

养殖业 2 10.00 70.00 

手工业 2 10.00 80.00 

其他 4 20.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4.2. 黑水县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成效 

4.2.1. 强化政治建设，夯实工作队伍 
从表 3 可知，chi = 0.323，p = 0.956 > 0.05，故而拟合优度检验没有呈现显著性，意味着没有显著性

差异。由此可见，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党建活动的组织开展中，活动形式较为多样。 
 
Table 3. Response rate and popularization rate of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in Hongxing Village 
表 3. 红星村党建活动形式响应率和普及率 

项 
响应 

普及率(n = 20) 
n 响应率 

主题党日 15 24.19% 75.00% 

党员大会 17 27.42% 85.00% 

党课学习 16 25.81% 80.00%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14 22.58% 70.00% 

汇总 62 100% 310.00% 

拟合优度检验：χ2 = 0.323，p = 0.956 

 
如图 1 所示，“党的政策宣传力度大”“党员教育和培训充分”“党组织管理严格”的累计比率均

处于 0%~80%区间范围内。“活动内容创新、形式多样化”的累计比率位于 80%~90%区间范围内 “与高

校、企业等群体联系紧密”的累计比率为 100.00%。分析可得，红星村基层党建工作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主

要集中在“党的政策宣传力度大”“党员教育和培训充分”和“党组织管理严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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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reto analysis chart of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 building work in Hongxing Village 
图 1. 红星村党建工作优势和特色帕累托分析图 
 

综上所述，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基本制度方面落到实处，党建活动形式分布

较为均匀，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头示范作用，从理论思想学习和实践活动开展方面，不断强化

组织队伍政治建设，进一步夯实红星村基层党建工作队伍，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动力。 

4.2.2. 打造示范产业，盘活乡村经济 
根据表 4 可得，20 个群众样本中，从“村党组织带领农民成立互助组织或合作社打造示范性产业项

目”分布上，“完全符合”占比是 65.00%。“村党组织充分利用线下线上渠道积极推广本村特色产业及

其产品”分布来看，样本为“完全符合”的有 13 个，占比为 65.00%。样本中有 60.00%为“完全符合”。

“村党组织充分引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流转”上，大部分样本为“完全符合”，比例是 65.00%。综合来

看，红星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形式，在红星村打造了一批示范性产业，同时盘活了当地乡村经济

发展，为加快实现当地乡村振兴发挥了有力助推作用。 
 
Table 4. Evaluation of Hongxing Village residents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in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ies 
表 4. 红星村群众对村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带领农民成立互助组织或合作社打造示范性产

业项目 

基本符合 3 15.00 15.00 

比较符合 4 20.00 35.00 

完全符合 13 65.00 100.00 

充分利用线下线上渠道积极推广本村特色产业

及其产品 

比较不符合 2 10.00 10.00 

基本符合 2 10.00 20.00 

比较符合 3 15.00 35.00 

完全符合 13 6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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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常组织村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基本符合 4 20.00 20.00 

比较符合 4 20.00 40.00 

完全符合 12 60.00 100.00 

充分引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流转 

基本符合 2 10.00 10.00 

比较符合 5 25.00 35.00 

完全符合 13 65.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4.2.3. 坚持以民为本，提高生活水平 
据表 5 可得，群众样本中有 80.00%对于“村党组织积极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如林长河长制度、森

林防火巡视队等”的分布为“完全符合”。“党组织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如生态种养殖业、生态观光产业

等”中超过七成群众样本选择 “完全符合”。从“村党组织积极推动村内卫生设施建设”分布上，群众

样本中“完全符合”的比例为 75.00%。 
 
Table 5. Evaluation of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i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by the masses of 
Hongxing Village 
表 5. 红星村群众对村党组织引领乡村生态振兴评价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积极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如林长河长制

度、森林防火巡视队等 

基本符合 1 5.00 5.00 

比较符合 3 15.00 20.00 

完全符合 16 80.00 100.00 

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如生态种养殖业、生态

观光产业等 

比较不符合 1 5.00 5.00 

基本符合 2 10.00 15.00 

比较符合 2 10.00 25.00 

完全符合 15 75.00 100.00 

积极推动村内卫生设施建设 

基本符合 1 5.00 5.00 

比较符合 4 20.00 25.00 

完全符合 15 75.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从表 6 可知，在“村党组织积极丰富村内文化生活，举行知识宣讲、文艺汇演等文化活动”的群众

样本中选择“完全符合”的比例为 70.00%。从“村党组织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乡村文明

新规”来看，群众样本中有 65.00%选择“完全符合”。 
由表 7 可以得知，在群众样本中，“您对本村党组织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评价”中“十分优秀”的

比例为 60.00%。从“您是否支持村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的各项决策”来看，超过七成的样本为“十分支

持”。从“您在向本村党组织寻求帮助和解决困难的感受如何”来看，样本中“非常满意”比例为 60.00%。

从“您对本村党群关系整体情况(是否团结、和谐)的评价”来看，样本中有超过七成的样本为“团结和谐”。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848


彭晓彬 
 

 

DOI: 10.12677/ass.2024.139848 571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6. Evaluation of Hongxing Village residents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in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表 6. 红星村群众对村党组织引领乡村文化振兴评价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积极丰富村内文化生活，举行知识宣讲、

文艺汇演等文化活动 

比较不符合 1 5.00 5.00 

基本符合 4 20.00 25.00 

比较符合 1 5.00 30.00 

完全符合 14 70.00 100.00 

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乡村

文明新规 

基本符合 4 20.00 20.00 

比较符合 3 15.00 35.00 

完全符合 13 65.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Table 7.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by the masses of Hongxing Village 
表 7. 红星村群众对村党组织工作开展评价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向村党组织寻求帮助和解决困难的

感受 

非常满意 12 60.00 60.00 

较为满意 3 15.00 75.00 

一般满意 4 20.00 95.00 

不太满意 1 5.00 100.00 

村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的各项决策 

十分支持 14 70.00 70.00 

较为支持 2 10.00 80.00 

中立态度 3 15.00 95.00 

比较反对 1 5.00 100.00 

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 

十分优秀 12 60.00 60.00 

较为优秀 3 15.00 75.00 

能力一般 4 20.00 95.00 

水平欠佳 1 5.00 100.00 

本村党群关系整体情况 
团结和谐 14 70.00 70.00 

比较团结 6 30.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基于上述表格数据分析结果，得出红星村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

“治理有效”三个方面的实践成效。综上所述，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实践中，贯彻落

实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20 字方针内容，积极发挥了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坚持以民为本，多措并举，使红星村居民的生活

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4.3. 黑水县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4.3.1. 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根据表 1 可以得知，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文化水平不高。在 20 个党员调查样本中，高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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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学历的样本仅为 1，有 90%的党员样本为初中学历。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发展不足。在 20 个

党员样本中，2021 年~2023 年入党的样本量为 4，大部分样本的入党年份基本在 10 年之前。再者，农村

基层党组织队伍年龄结构失衡。20 个党员样本中，有五成以上的党员年龄在 50 岁以上，农村基层党组织

队伍呈现出偏老龄化的结构。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性别比例单一。20 名党员样本中，男性的样本

量为 18，女性的样本量为 2，超过九成的样本性别为男性，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性别比例失调。 

4.3.2. 农村基层党组织产业引领能力不足 
由表 8 和表 9 可知，在党员和群众 2 类的共计 40 个样本中，从“您认为哪一项措施最能够推动本村

产业振兴”的分布来看，其中对于“打造特色农业品牌”的样本量为 20，“吸纳优秀技术人才”的样本

量为 11，“发展集体经济”的样本量为 9。 
 
Table 8. Selection of measures for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y party members in Hongxing Village 
表 8. 红星村党员对实现产业振兴举措选择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哪一项措施最能够推动本村产业

振兴 

发展集体经济 5 25.00 25.00 

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8 40.00 65.00 

吸纳优秀技术人才 7 35.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Table 9. Selection of measures for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y the residents of Hongxing Village 
表 9. 红星村群众对实现产业振兴举措选择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哪一项措施最能够推动本村产业振

兴 

发展集体经济 4 20.00 20.00 

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12 60.00 80.00 

吸纳优秀技术人才 4 20.00 100.00 

合计 20 100.0 100.0 

 
红星村在本村产业发展的因地制宜和特色创新方面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要重点关注红星村村民

对于“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中“打造”二字的现实需求和真实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产业引领能力不足

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专业能力欠缺。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有限。三

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意识淡薄。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对上级政府部门制定的各

项优惠政策和颁布的具体工作举措落实到位，但也因此更倾向于对现成品牌技术的依赖。 

4.3.3.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持续发展不乐观 
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作用发挥方面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一方面是农村基层党组

织考评机制不健全。由表 7 可知，虽然整体上大部分红星村群众对于本村党组织的干部能力水平和各项

决策表示肯定，但仍有 20.00%的群众样本认为党员干部“能力一般”，有 5.00%的样本认为党员干部能

力“水平欠佳”。对于村党组织在工作中的各项决策而言，有 15.00%的群众样本选择“中立态度”，还

有 5.00%的群众样本选择“比较反对”。另一方面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人选不到位。在前文既有的数据

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素质良好的后备干部人才是紧缺有限的。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

从本村内部培养选拔的意识较为淡薄，需要加强从村子内部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培养和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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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影响黑水县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因素分析 

4.4.1. 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 
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青年力量缺乏。红星村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年龄结构呈现出偏老龄化的趋势，

由于村内年轻人外出务工等现实原因，农村基层党组织内部的新生青年力量较少，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

的新时代活力不足和前进步伐缓慢。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知识人才缺乏。红星村农村基层党组织现有

的队伍文化知识水平基本上处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技术型和知识型的乡村本土人

才匮乏。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骨干力量缺乏。由于知识文化水平、身体年龄状况等原因，红星村农村

基层党组织骨干力量相对缺乏，不利于长效发展。 

4.4.2. 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优势薄弱 
一是党建工作经费紧张有限。党建工作和活动的开展需要经费的支持，没有活动经费的支持，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由图 1 可知，在党员样本对“您所在党组织在党建工作方

面有哪些优势和特色”的回答中，“活动内容创新、形式多样化”的占比仅为 13.33%，意味着红星村党

建活动内容和形式还有待加强。二是特色资源发掘整合困难。红星村基层党组织队伍人员的知识文化水

平有限，对于本村特色资源的认识发掘和利用整合存在一定困难。三是市场需求调研能力不足。红星村

现有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产品种类，基本依托于黑水县既有已具备市场销路的农产品进行推广种植和养殖。 

4.4.3. 农村基层党组织机制建设不足 
一是长效发展机制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长效发展需要不断吸纳青年力量和新生党员作为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后备发展力量，青年力量和新生党员的缺少，不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时俱进的有效变革和

长效发展。二是服务评价机制不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需要依靠群众，现阶段的阶段性成果或未

来的成果评价更应该注重本村群众居民的评价意见。三是激励培养机制不足。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对党

员的培养方面虽然注重理论学习，但缺少激励性的培养举措。应当鼓励和激励组织内部成员多思考、多

学习、多发言，为本村的乡村振兴工作实践建言献策，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骨干。 

5. 结论和对策建议 

5.1. 结论 

基于对红星村 40 名村民的问卷调查，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旨在多维度剖析红星村基

层党建在引领乡村振兴中的现状、成效、挑战及其根源。首先，明确了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其次，深入

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引领红星村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最后，揭示了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背后的影

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红星村基层党建在引领乡村振兴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加

强政治建设，有效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基础与队伍力量；二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成功打造示

范产业，激活了红星村的经济活力；三是坚持人民至上原则，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然而，研究

也指出了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步伐相对缓慢，存在滞后现象；二是产业引领

能力有待提升，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深层次需求；三是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影响了长期效果的发

挥。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基层党组织后备人才匮乏、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机制建设不完善等因素。为有效

破解上述难题，进一步提升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效能，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 

5.2. 建议 

5.2.1. 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党员干部能力素养培训。要通过理论学习、专家讲座、上党课等方式途径，有计划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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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期定阶段的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有关乡村振兴战

略理论学习。二是要注重青年骨干人才培养吸纳。针对红星村党员干部队伍新生党员较少，青年骨干力

量不足这一实际情况，红星村基层党组织要对村内入党意愿强烈和有技术能力的年轻人进行党的思想、

方针、政策等理论宣传，争取吸收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入党，不断加强红星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5.2.2. 强化组织产业振兴引领 
一是要不断加强红星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认真学习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成效的

典型经验和做法，通过政府高校资源，加强村际、县际和省际交流，争取多“走出去”学习引入先进经验

模式，因地制宜制定符合红星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红星村基层党组织乡村产业振兴引领能

力。二是要充分利用高校对口帮扶优势专业资源。通过高效组建专业团队，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带头引领，

对红星村特色资源进行发掘和整合，建立系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和配套经验技术支持，打造具有红星村特

色的“一村一品”农特产品，实现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对产业振兴的长效引领。 

5.2.3. 优化组织规范机制建设 
一是构建基层党组织长效发展机制。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可以根据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的规定，通过发

动现有党员干部进行定期定阶段推荐本村思想觉悟高、能力素质好的村民进行入党。二是建立基层党组

织激励培养机制。红星村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党建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实践中，要鼓励组织内的党员积

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响应功能。三是建立基层党组织群众评价机制。可以建立群众评价

机制，通过访谈、分数评价、意见收集等多种形式，定期定阶段面向本村群众在红星村基层党建工作和

乡村振兴工作进行评价，进一步强化红星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乡村振兴工作能力。 

6. 结语 

农村基层党建作为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对红星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的深入探索中可知，虽然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创新党建引领模式，深化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的融合，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通过精准施策、科技赋能、文化铸魂等多维度路径，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促

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发展，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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