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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党员是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占党员队伍的大多数,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

形象。农村党员党性确实会影响群众对党的认知,影响党群关系,因而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党员党性教育

十分重要。本文旨在对当前农村党员党性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强化党性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就新

时期农村党员教育如何加强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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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

炼中不断增强。党性是党员干部德性的

核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具有鲜明的

实践属性,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对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基础上,在岗位中通

过具体的实践不断地接受考验和磨砺,

从而养成并不断巩固、完善的政治属性。

农村党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根本力量,

肩负着强化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走向

致富道路的任务,正因为他们长期面对

群众,知群众疾苦,同时在群众心中他们

是党组织的“化身”,农村党员身上党性

的体现,影响着群众对于基层党组织功

能的认知和带领农村群众发展的功能的

发挥,因此新时期强化农村党员党性教

育十分重要。 

1 加强党性教育的重要性 

1.1加强党性修养是实现历史使命

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

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

高理想和 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

代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既有

机遇也有挑战。国外敌对势力对于影响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行为一刻也没有

停止,在意识领域里的斗争尖锐而复杂。

此外在党内一些旧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

又出现新问题,容易使一些党员对党产

生怀疑,这对于党的队伍在新时代的发

展和新时期任务的完成十分不利。加强

党员的党性教育,不仅能促进党员不断

的提升自我的能力和素养,更能使党的

队伍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以更好

的面貌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以新的气

象面对新的挑战。 

1.2加强党性教育是保持党的先进

性的重要条件 

党员时刻代表着党组织,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性质的直接体现

者。一个党员所展现的素质及行为,势

必对党员队伍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党性是党员三观的体现,科学的观

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需要党员

在党性教育下不断的熏陶、不断的锤炼,

进而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党性修养。只有

党员自身得到了进步、得到了强化,党

员队伍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党才会更

加纯洁和先进。 

1.3加强党性教育是强化群众对党

的认同的重要手段 

农村党员是党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

纽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群众、接触的是

群众,在群众心中就是党的形象的直接

体现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但

是在农村,部分农村党员出于主客观原

因表现出党性缺失的行为,有些党员个

人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在参加党组

织的活动方面不积极,党费的缴纳也需

再三催促才能交,这些行为严重地损害

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影响着党

群关系。党性教育旨在通过教育的形式,

让党员能够认识到行为上的不当和思

想上的不足,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在

接受教育后找到不足,弥补不足,强化

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从而

也使得党的整体得到强化,群众对党也

会更加认同。 

2 新时期党性教育面临的挑战 

2.1农村党组织内部建设存在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存在历史悠

久、党员数量庞大的第一大党,要始终

保持先进性和活力,就需要不断地查找

自身不足、补足不足,通过自我革新、

自我改进,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近

年来,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发展的主流是

好的,使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一批批党员同志的模范作用也

充分地体现,但是,农村党组织内部党

员党性观念淡化的现象仍为突出。由于

部分党组织管理松懈,存在一些党员干

部不主动参加党内活动或不缴纳党费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0 

Education Research 

的现象。部分党员虽花名册上体现,但

是长期未出现过活动现场、甚至不在本

地的现象也存在。个别党员思想漂浮,

不愿意学习也不主动学习,不作群众的

表率,在得失上处处与群众做对比,忘

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遵从党章

行事,使党的威信大大的下降。对于这

些行为的党员,部分党组织选择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上级要求对这

些不良行为进行整改才整改,为应付检

查做表面工作等。这些现象都对党性教

育造成一定的挑战,如何规范此类党员

的行为,加强其党性修养以提高党组织

的建设是一大难题。 

2.2党性教育形式单一,内容高深缺

乏吸引力 

现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存在不足,存

在年龄层次、文化层次差异大,接受知识

能力有限等现象。且现行党性教育存在

偏政策教育,以文件念文件、以政策讲政

策,没有考虑到农村党员的实际情况,内

容较大较空,缺乏农村党员能接受的语

言,触及不到或者解决不了群众内心深

层次的思想问题,因此导致他们缺乏学

习的兴趣。同时,现在党性教育的形式比

较单一,仅仅是理论教学,教学手段也停

留在传达会议精神、大家谈感受的阶段,

真正产生的实效不多,使得党性教育无

法真正发挥作用,对党员党性的洗涤效

果甚微。 

2.3党性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 

部分农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

带领农民致富是主要的任务,因而工作

的重心也偏移,忽视对于党员的管理和

教育,认为对提升党员修养的工作不够

实际,真正为群众发展有利的是经济建

设。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在学习方式上只

注重开展了,忽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只

传达学习要求,不注重人员管理,形式主

义之风比较严重,同时由于对于此项工

作缺乏奖惩机制,导致参加学习的只有

部分经常参加的,不到的因没有惩罚也

就不参加,长此以往,严重的挫败了部分

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形成党性教育可上

可不上的心理,久而久之,党性教育也就

真正变成形式了。 

2.4农村党员党性缺失现象存在 

在农村,部分党员对自己的定位不

够,将自己当成了普通群众,有些党员

经常无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费催

缴多次才交、党员义务履行的少。有部

分党员缺乏政治觉悟和观念,在生活中

不能受委屈,遇到对自己稍不公平的事

就在村民中不管不顾地发泄不满。在一

些地域较为偏的地方,部分党员存在迷

信思想,表面表示相信组织,但私底下

却做着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事。有些农村

党员热衷于自家的经济建设,对于自己

实惠的事关注的多,讲奉献、讲党性少,

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或是自己是致富

带头人,只顾自己,不愿意带动他人一

起发展,模范带头作用不能发挥。有的

党组织组织性较差,党员对于党支部的

工作不配合,不愿意参加学习教育。有

些党组织学习方式存在形式主义,导致

党员认为学习是虚的,在组织学习时不

愿参加。部分党员学习观念不强,本身

农村接受信息更新速度慢、思想陈旧,

加之缺乏学习,对于风云变幻的时代发

展、对党的历史及政策的理解都缺乏认

知,在工作中只能依靠经验,也由于知

识匮乏,缺乏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从

而不利于农村工作的开展,党的政策的

宣传及党的形象的树立,也更不利于党

性教育的发展。 

3 新时期加强党员党性教育的

对策 

3.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员

信仰 

有人说,思想是一盏指明灯,它指

引着方向,思想有多远,人就行至多远。

中国共产党风风雨雨走过了99年,将人

民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实现

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又带领了人民走

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战无不胜,就

是因为坚定的信念和对实现共产主义

的信仰的引领,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指导。对于一个人来说同样,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如同盲人没有

眼睛,注定一事无成。如果一个人认不

清自己所走的路、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思想的空虚导致行动的跟随,很容易走

上歧途,走上错误的道路。因此,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

是每个党员的行动指南,要解决思想上

的问题,党性教育必不可少,学习党的行

动指南必不可少。 

针对农村党员层次不齐、整体素质

不高等方面的问题,开展党性教育要注

重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结合实际地开

展。首先,要具体地分析群众的实际情况,

用农村党员能弄懂的形式来进行。《反对

党八股》中说到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

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

每一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

召,都决心跟着你走。”同样,在开展党性

教育时,如果内容和形式脱离了实际,内

容太深奥晦涩,群众不能理解或不感兴

趣,就会降低党性教育的有效性,不理解

政策、方针,就会对党组织失去信心。因

而,通过观看红色电影、组织农村党员到

红船党史馆亲临其境,以真实的感官感

受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不易。

其次,在订阅农村党员党性教育读本时,

尽量选择通俗易懂,农民感兴趣的,以此

充分发挥党性教育的作用。第三,丰富党

性教育的内容。针对农村党员知识缺乏

的现象,通过适当的增加与农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内容,如法律知识、生产技术等,

安排村中的法律明白人、致富能手等熟

悉的人员亲自讲解,不但能提升学习的

兴致,还使农村党员的知识体系在此过

程中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农村党员党性

修养的提升。 

3.2牢记与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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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在这一段历史中,承载着无数

革命先烈入党和革命的坚定信念,承载

着无数英雄烈士的革命意志,也承载着

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和道德品质。虽然

时代在变,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

负的责任也不同,但是历史所传承的优

良传统在当今依然适用,有很多的闪光

点。如果,党员不熟悉党的历史,就不能

更加亲近党组织,也缺少对于党组织的

忠诚度和认同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

史是 好的教科书,通过回顾党的历史,

学习党度过的艰难时刻,学习革命前辈

传下的优良传统,使党员能够提高意识,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不

是轻轻松松得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不能忘却那段峥嵘岁月,同时也通过强

化党性教育,提升党员强化“四个自信”,

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做好

本职工作,为群众谋利。 

对于农村党员的历史方面的教育,

要擅于分析他们的特点,有计划的安排

党的历史的教育,通过制定党史课程,从

新中国的历史、党的建设史、改革开放

发展的历史与当今世界变化、发展的方

面来讲授、让亲历者讲述革命建设时期

发生的事迹或感人的事迹、让农民参加

演讲或讲故事比赛及看红色电影等方式

来,既丰富了课程内容,也使他们易于接

受,通过学习来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

史,坚定他们跟党走的信心,提升农村党

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3.3完善奖惩制度 

党性教育工作是与时俱进的,这也

要求各级党组织保持动态发展的思想,

对于每个阶段完成的学习和工作来说,

要端正态度,要做到有落实、有检查、有

奖惩,建立健全的奖罚制度。对于常态化

参加且表现教好的党员,特别是在党性

教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人,通过表

彰先进、树立典型等形式,给予恰当的精

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以调动此类党员的

积极性,以更好地投入到党性教育行列

中,同时也激励其他党员强化党性锻

炼。对于责任心不强,动辄无故不参加

学习或影响党性教育正常开展的党员,

进行批评或按照党章相关规定进行相

应的处理。同时,对于党性教育开展的

较好,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基层党

组织进行表彰和宣传,利用召开现场会

等方式,将好的做法、好的经验进行广

泛宣传,通过有奖有惩、通过互学互鉴

来达到肃清队伍,强化学习,推进党性

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总之,新时代党性教育不能只是为

了完成任务而开展,要从根处,让农村

党员干部自觉的接受并从自身开始进

行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善于

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党,正是因为这

样,才能使党永葆青春活力、时刻体现

着先进性,对于党员干部队伍来说,更

需要以这种精神,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不断的在党性教育中得到精神的洗涤,

在党性实践中得到锻炼,从而使党的队

伍不断纯洁,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地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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