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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展产业链党建工作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萍

中共宿迁市委党校，江苏宿迁，223800；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同时，

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要跟进到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

苏时作出重要指示，希望江苏“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党建链”引领“产业链”不仅仅是链条的两

端简单连接，而是要将党建引领融入产业链各环节，通过组织建设、制度供给、服务保障、资源整合，在补链、

延链、升链、建链、强链、优链上助力实现产业抱团发展、资源互补、优势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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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产业链是党建工作

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党建链”引领“产业链”成为

产业集群发展、基层党建工作实践创新的热门话题。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苏时作出重要指示，希望江苏“在

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强调，

“以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产业链党建，作为

经济领域党建的新命题，带来了诸多党建理念和方法的

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党建基因聚链成

势，赋能产业攀高向强，以“党建链”带动“产业链”

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1“党建+产业链”建设模式的理论探析

产业链党建是因产业链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一个全

新开放式命题，是强链补链延链的基础工程。2023 年，

党中央明确将产业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范畴，提出

“联合党委+联席会议制度+问题会商机制”基本组织

架构。“党建+产业链”的相结合既是基于当前全球化

背景下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性，也是党建引领作用发挥

的应有之意。

1.1 产业集群：产业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

发展”。当前，作为政府引导产业资源配置和创新驱动

发展的主要平台，产业集群不仅是政策先行先试的经济

领域，也是区域间进行产业分工合作的关键纽带，同时

还是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带动经济增长、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虽然我国产业集群目前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相较于产业集群现代化发展来说，我们的一些产业

集群还存在规模小、结构单一的现象，一些地区产业集

群的产业链过于单一，缺乏国际竞争力。结合质量强国

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以及产业集群发展面

临的挑战，产业创新发展必须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

局面，跳出思维局限、地域局限，以链式思维将产业链

真正串链起来。这就需要强有力具有公众权威性的组织

进行统筹引领。

1.2 党建引领：“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启示

“支部建在连上”是我们党建强基层组织、推动基

层工作的一个缩影。在党史上各个时期，“支部建在连

上”的原则和经验不断得到巩固、强化和发展，支部不

仅建在军队一线，而且逐步覆盖更多领域、各条战线。

实现产业链合作、创新、发展的“最大公约数”，首要

的是通过公认的组织按照产业相近、企业相邻、兴趣相

投的原则进行链接起来，那就是实现“组织链”的有效

链接。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员，散落在企

业工厂、商业街区、商务楼宇中的党员，以及流动性较

大的党员，只有把他们聚拢在支部，才能使党的触角在

微观层面直达经济社会最前沿。

1.3 融合发展：“党建+产业”链接的实践可能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

子。建立非公党建联盟能够打破非公企业各自为战的党

建工作模式，通过组织力量创设企业之间、行业之间互

融共通的平台，有利于推进产业集群要素从“相加”实

现要素“相融”，为企业“联建共建”提供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有利于利用组织优势，搭建有效载体，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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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整合非公党建资源的同时，促进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推进抱团发展、聚势共赢。因此，党建搭台、

经济唱戏，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发展

质效，必须以党建来引领统筹、整合资源，提供服务保

障，形成“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良性

循环，切实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不断攀升的发展胜势。

1.4 生动实践：以宿迁市为例产业链党建发展实际

自 2022 年以来，江苏省委组织部指导市级层面从

先行探索52个产业链党建联盟或产业链党委“起步”，

到全省推进、确定 16条产业链党建省级联系点、建立 5

61 个产业链党建联盟或产业链党委“成面”，再到省市

县联动开展“链上千企”蹲点调研“提质”，持续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同题共答，以更宏观的视角做深做实产

业链党建，以“党建链”赋能“产业链”，进一步构建

了党建引领、产业链接、互促共赢的工作格局。以宿迁

市为例，在江苏省率先探索产业链党建路子，积极培育

具有宿迁特色的党建品牌，把产业链党建打造为宿迁市

党建工作第三张名片，坚持横向纵向一起抓，构建起了

“一链一联盟、一园一党委、一企一支部”矩阵化组织

体系，通过组织架构的科学设置，打通条块分割、区域

限制，实现产业链统筹联动发展。

2“党建+产业链”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中的

难题聚焦

2.1 产业链党建工作基础“组织覆盖难”

做好党建工作，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前提。产业链党

建发展相对较新且与传统党建模式相比，具有其发展特

殊性及复杂性。比如党组织机构固定性与产业集群空间

分布多样性的矛盾，导致产业链不同环节由异地分布建

立的党组织容易与当地党组织机构产生职能交叉、重叠

等问题；比如党组织机构设置稳定性与产业集群发展易

变性的矛盾，可能会因为产业链条的更迭引发党组织机

构的变迁，降低党组织机构的严肃性；比如党组织机构

人员稳定性与产业集群党员流动性的矛盾，容易因就业

岗位的变化引起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变化，导致一些产

业链党建牵头职能部门多以“专班”推进工作，具有临

时性。加之产业链上党组织类型、隶属关系各不相同，

使得产业链上党组织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组织覆盖面

较窄。尤其有的产业链上小微企业众多，还未形成集聚，

“两个覆盖”还有一定难度。

2.2 产业链党建功能发挥“思想引领难”

思想认识不足影响认可度。一方面导致对产业链党

建设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企业

业态多样、地域分布零散等原因，企业党建重视程度、

党业融合程度不同，使得企业对融入产业链党建的认知

度、参与度也有深有浅、参差不齐，难以达成有效共识。

由于产业链党建工作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建设经验，导致一些企业不清楚为何融、怎样融。

另一方面导致对产业链党建工作的重视性不足。比如一

些企业对产业链党建的认识停留在基本党组织生活，大

党建思维较窄，认为党建对产业发展作用不大，部分企

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市场占有率，党建工作虚化弱化

边缘化，造成对党建工作的投入力度小。比如，“业务

有专岗，党建无专职”是大部分产业链党建工作的现状。

产业链上党建经费、党务力量配备不足，无法确保党务

活动的常态化运转和长效性发展。有的小微企业虽然已

经建立支部，但党员培养、教育、发展等工作不经常、

不规范，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是敷衍了事，

难以形成党建+产业的有效融合。

2.3 产业链党建服务阵地“作用彰显难”

调研中发现，产业链党建运行中还存在“两张皮”

的问题，使得作用彰显难。一方面，在研究谋划党建工

作时没有围绕产业链转型发展进行谋篇布局，就党建论

党建，就产业论产业。另一方面，在研究产业链发展方

向时没有从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来推动

产业发展，造成党务工作的“自我循环”。业务开展与

党建工作难以做到同谋划、同布置、同落实，工作中找

不到党建与产业促进之间的关联点，出现党建工作与企

业发展、产业发展各自“空转”现象，要么是党建工作

搞得“热热闹闹”，产业经济效益“冷冷清清”，要么

是产业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党建却不知如何发挥作用，

导致“链不紧”，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粘性”不强。

2.4 产业链党建助推发展“资源聚合难”

企业聚集不聚合、产业共存不共联、资源分散不分

享等问题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大有存在的。发挥产业链党

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聚合资源作用，应是产业链党

建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一些产业链党建发展中，囿于考

核因素、体制机制、配套政策等原因，发展共商、产业

共联、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不够健全，组织建设

与产业链条同步延伸、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

组织活动与企业经营同步开展成效不明显，党建“朋友

圈”带来的强链赋能功效，难以让企业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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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融合度不高，导致企业对产业链党建的信心不足，

补链延链的成效度还有待提高。

3 产业链党建工作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实

践探索

3.1 强化党建“向心力”，创新组织设置，推动党

组织建在“链”上

建组织，堡垒筑牢在链上，就是要确保产业发展到

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扩大组

织覆盖。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企业发展实际，通过

大力实施两新组织党组织集中组建、党员集中引育，推

动链上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创新组织设置。按照“产

业相近、地域相邻、职能相关”原则，灵活运用“职能

部门牵引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属地党委整合型、行业

协会串联型”等模式，理顺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产

学研组织架构，因势利导建联盟，通过党建搭台，理清

“淤堵难”，围绕“产业缺什么、我们有什么、工作做

什么”，从共性要求和个性特点出发，搞清楚产业链党

建功能定位是什么、党建联盟自转动力强不强、常态长

效运转关键靠什么等问题，强化党建“向心力”，推动

链上企业“链得上”。

3.2 提升示范“引领力”，完善制度保障，实现运

行机制嵌在“链”上

抓深抓实产业链党建工作，建强“上下贯通、条块

结合、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是关键。在提升示范“引

领力”上要坚持“参与而不干预、引导而不主导、协办

而不包办”原则，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在运行

机制上把准定位，跳出属地化、区域化党建的传统思维，

优化党务力量，创新党建工作载体，把凝聚人心作为重

要内核，把人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把助力产业发展作

为基本目标，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供给，构建全覆盖组

织体系、全周期服务体系、全方位联动体系、全要素保

障体系，才能更好地激发自发运行的内生动力。比如苏

州市制定产业创新集群党委“议事协商、月度调研、活

动轮值、书记项目、问题帮扶”5大作用发挥机制，构

建党组织领导下的部门协调、党群联动、专家支持的党

建工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链上企业横向协作。无锡市

实行建立链上企业党组织理论共学、发展共进、人才共

育、活动共办、阵地共用“五共”机制构建联合联动的

“红链”工作体系。

3.3 打通服务“快通道”，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服

务保障落在“链”上

产业链党建联盟关键在于“联”，要抓住服务保障

这一根本，破解“链不上”的难题。立足“党建+服务”，

坚持线上线下同发力，为链上企业提供链条式、滴灌式

服务，推动“企有所呼、政有所应”。优化服务链，用

“党建温度”提升“发展热度”。企业是希望借助产业

链党建，切实解决发展面临的人才、资金、技术、政策

等突出问题。因此，产业链党建要注重打通服务“快通

道”，强“链”内功助力增效，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多做

文章，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现“靶

向发力”，解决链上企业反映的痛点堵点难点，以党务

带政务、送服务，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项目对接、科

技攻关、人才培养等难题，提高产业链党建工作的精准

性，推进服务保障落在“链”上。

3.4 探索发展“新模式”，整合优势资源，助力产

业发展融在“链”上

产业链党建的引领作用在于建立桥梁纽带，更大限

度集聚信息、技术、动态等资源，让链上企业能够各展

所长、深耕细作，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强、向细分领域探

索，塑造整体发展的新优势。产业链党建不仅仅是产业

链，更是组织链、服务链、资源链，必须通过集成资源，

推动协同发展“链得强”，聚焦高质量要素集聚、创新

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跨区域合作共建与梯次培育体系

构建，把党建势能转为发展动能，激发产业效能，让“联

建共建”有声有色，让“补链延链”有力有为，发挥出

融入融合的叠加优势，提升发展领航力，蓄足产业发展

后劲，助力产业发展融在“链”上，才能加快形成具有

引领力的质量卓越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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