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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覆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

———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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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重要特征.自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就强调提高基层组织覆盖面,以此增强在农村地区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到底”,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乡、村层面逐渐延伸到最为基层的

自然村,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水平方向上的“横向到边”,使得基层党组织能

够覆盖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强化在农村地区的治理功能.以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的基

层组织建设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巩固了执政基础、提高了治理能力.围绕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提高在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成为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程中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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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组织建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１８４７年成立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章程»第五条就明确提出,“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

和代表大会.”[１]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先成立

党的基层组织、地方组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中央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基层组

织建设,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进入土地革命

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基层组织建设为切入口和落脚点,凝聚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力量和社会建设

资源.正是得益于这种制度安排,基层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强化在

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
沿着组织建设这一维度,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形成有影响

力的理论认识.一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概括和学术分析.例如徐勇立足现

代国家建设这个脉络,以“政党下乡”为概念抓手,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和整

合[２].以徐州市铜山县D村为具体的田野案例,吴素雄从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展

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仅内嵌着中国传统政

治的隐性因素,同时也受到中国近代革命发展逻辑的影响,多种因素导向了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政党

发展形式[３].二是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定面向,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例如王长江立

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由全能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转变的发展路径[４].
在更为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丁伟从制度保障、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主体保障和系统保障等方面入

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服务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具体职责与实践路径[５].
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总结和学术认知,但现有研究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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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不足.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微观机制尚有可以继续挖掘的空间,特别是对“组织覆盖”
这个变量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无论是在总体层面提出的“政党下乡”,还是从特定角度提出

的“服务型政党”,都属于相对宏观的表述,对中国共产党“以怎样的方式下乡”“何以能够服务农村社

会”“下乡和服务的前提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二是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这
种方式有其合理性,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这种方式有可能淡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统一

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相对稳定且前后连贯的历史主线,
对此需要在分阶段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分析,发掘其中的关键因素.在笔者看来,“组织覆盖”是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组织体系建设的基础之上,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开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后续工作.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

展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过程和历史经验.具体而言,本研究围绕“组织覆盖”这个重要变量,概括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过程和贯穿其中的历史主线.梳理政策文件、分析统计数据之后,笔者发现,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农村地区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的历史主线和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增强凝聚力、提升服务水平的前提条

件.通过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与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深度融合,是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

的重要方式,也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前农村地区的重要体现.

　　一、农村包围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空间转移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判断,工人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更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因此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注重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主要在工人阶级相对聚集

的工厂、车站、码头等生产区域内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种组织建设方式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

众开展阶级斗争、进行革命活动,但这种组织建设方式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基层党组织主要存在于工商

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发动革命,反映到基层组

织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重心转移.到新中国成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空间重心已经基

本转移到农村地区.
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组织基础,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建设是其中

的重要环节.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就强调基层组织的重要性,提出“各农村、各工

厂、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
隶属地方支部.”[６]１９２５年２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决
议案»要求“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

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７]１９２７年４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次突出产业支部在革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提出“中
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

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８]

在这种情况下,以工厂、车站、码头等生产单位为组织载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就成为这一时期中

国共产党进行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式.这种建设方式也使得当时的基层党组织(包括党支部、特别

党支部、执行委员会等)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围绕工厂、车站、学校等机构设立.例如北京市就

在北京大学、清明中学等教育机构设有１２个党支部,在长辛店机厂、西直门火车站设有２个党支部/
联合党支部,在铁路工人较多的南口地区设有１个执行委员会.上海市在五卅运动前夕设有１５个党

支部.１９２５年８月,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在杨树浦等５个工业区分别建立５个支部联

合干事会和法租界部委员会,共下属５０个支部,连同以机关、企业、学校为单位建立的支部,共下属

６５个支部[９].这一时期的党员构成也基本反映了以产业为中心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１９２７年４月全

９２第４期　　　徐明强 等:组织覆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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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共有党员５７９６７人,其中一半以上为工人(占５３．８％),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中小商人等群体及其

他分别占１８．７％、１９．１％、３．１％、０．５％和４．２％[１０].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

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

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开始在广大农村地区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覆盖范围.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

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结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

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

质.”[１１]１９２９年６月,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广大的农民要求入党,不是用拒

绝的方法选择质量,而是应从积极方面,将党与农民组织分清,将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使广大的群众容

纳在农会方面,党从中吸收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建立乡村中党的发展基础.”[１２]

在这种政策指引下,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初步发展,在党员构成上,农民的比例

超过了工人.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方式一般是在村一级建立党小组,在乡一级建立党

支部.以江西省为例,在１９３２年３月,当时全省１４个县共设有１０８９个乡(未统计石城县),在乡一级

共建有９９８个党支部(组织覆盖率为９１．６％),其中最多的是兴国县１２３个,另外万泰县１１６个,瑞金

县１２３个,咢都县６１个,赣县９６个,南广县４０个,胜利县７８个,永丰县６６个,乐安县１６个,宁都县

７８个,公略县８３个,安远县２５个,寻邬县２７个,会昌县６６个.这一时期的党员构成也基本反映了

基层党组织建设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情形.例如在永丰县,截至１９３３年３月,全县共有党员

３１６０名,其中工人２８８名,雇农２６１名,贫农２４７０名,中农１０４名,商人６名,独立劳动者２４名,苦力

７名[１３],贫雇农已经发展成为党员中比例最高的群体.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

是倡导和建立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应对全

民抗战的国内形势,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工人雇

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

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１４]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提

出“两个先锋队”的表述方式,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统战力量,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的社会基础,使得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中国共

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在党章修改报告中专门提到基层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发展壮大的基本情况,“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

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１５]

随着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党的主要任务发展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党在农村地区

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老区半老

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１６]这表

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从秘密状态走向公开状态,提高组织覆盖的任务获得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
以最早解放的东北地区为例,到１９４８年年底,当时的黑龙江、松江、嫩江、合江四省在农村地区共建立

３５００余个党支部,这个数字比公开建党前增加了将近一倍[１７].其中组织覆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全

省,农村党支部共有１３２５个,平均每两个村就设有一个支部[１８].当时的党员构成也基本反映了这种

情形———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内共有党员４４８．８０万人,其中工人有１１．２２万人(占

２．５％),农民有２６７．５８万人(占５９．６２％),职员有４９．８２万人(占１１．１％),学生有３．５９万人(占０．８％),
其他成分的党员有１１６．６万人(占２５．９８％)[１９],农民在全体党员中依然占据最大比重,也就是说,农
村地区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基层组织建设的空间重心.

通过上面的历史叙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党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历史条件,而且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

０３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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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整体发

展布局,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提高组织覆盖范围,如此才能够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组

织层面的有力保障.

　　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纵向延伸

　　新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发展条件.随着国家

政权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地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巩固党在新中国的执政基

础.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从乡到村的组织覆盖,绝大多数的行政村都建立了党支部

(即“一村一支部”).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全面强化党建工作,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进一步覆盖到

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从层级上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表现出“纵向到底”的发展

趋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用三年多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稳固了新

生的人民政权.过渡时期,党在农村地区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

动,将小农个体经济发展为大规模的合作经济.面对新的历史任务,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央召开第一次

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对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

慎重的建党方针,在１９５５Ｇ１９５７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

党员.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
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十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

全乡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

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农村党员到１９５７年应发展到六百万至七百万人.”[２０]

表１　乡、镇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情况

年份 乡镇数量
建立党委的

乡镇数量
覆盖率/％

１９４９ ４２９８７５ １４４０７２ ３３．５１
１９５０ ３４８１０５ １６６３１８ ４７．７８
１９５１ ２７８５１５ １６８１００ ６０．３６
１９５２ ２６９０３２ １６１９４５ ６０．２０
１９５３ ２２１８８９ １３８３５５ ６２．３５
１９５４ ２１３４６８ １８１７０４ ８５．１２
１９５５ １９４９９７ １８２８３５ ９３．７６
１９５６ １１２８１９ １１０６７３ ９８．１０
１９５７ 无统计数据

１９５８ ２２７４７ ２２７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５９ ２５３０４ ２５３００ ９９．９８

　注:数据系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２１Ｇ

２０１０)»整理得出,表２同;１９５８年以后为农村人民公

社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情况.

经过三年的工作,到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基

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得到较大

提升,党员数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１９５６年９月,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修

改党章的工作报告,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已经在全部国家

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

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
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２１]这

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印证了上述情况,截至１９５６年底,全
国农村地区共有６７０万党员,这个数字比１９５３年增长

一倍[２２];在组织建设方面,１９５９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共有

２．５３０４万个乡,其中有２．５３００万个建立了党委,在乡一

级基本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见表１).
与乡一级的组织建设情况相比,全国范围内村一级(生产大队)的党组织建设要相对滞后.１９５７

年２月,«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为便于深入工作和加强对

生产的领导,我们的意见,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层次,一般以建立两层为好.在设立乡党委的地方,社
一级只建立支部,不建立总支,只有在党员人数很多,不建立总支确实不便于活动的大社,才在社一级

建立总支,总支下面再按生产队建立支部”[２３].这一报告初步确立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框

架.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规范,“人民公社根据规模大

小和党员多少,设立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大小和党员多

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的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

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２４].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制度规范.生产大队设立支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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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设立党委的组织形式以制度化的方式被正式确定,并在之后演化为行政村设立党支部、乡镇设立

党委的组织结构,对当下农村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所成立的各类基层党组织也

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纵向延伸和

横向扩散有了现实可能,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有了组织

保障.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制度逐渐解体,生产队也大多因为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失去存在的必

要,农村基层治理缺少相应的组织载体.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农村建立

起带有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自主管理村庄事务,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届

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总结广西宜山、罗城等地在自然屯层面建立村民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正式的村

民委员会制度.１９９８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委员会从自然

村一级提升到行政村一级,以此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村民委员会的建设和调整过程相一致,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行政村层面的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形成

“两委”格局.从统计数据来看,行政村一级的基层党组织覆盖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出现较大程度

的提升,在１９９３年更是达到９９．０２％,之后一直稳定在９９％以上的高位水平,到２０１０年全国范围内

只有不到２００多个行政村未实现党组织覆盖(见表２).
表２　村层面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年份 行政村总数

行政村建立基层党组织数量

总数量 覆盖率/％
其中

党支部 党总支 党委会

１９８４ ９０９７２５ ５９９０４５ ６５．８５ ５９６９７３ ２０７２ ０
１９８５ ９６２２０２ ７０１５３７ ７２．９２ ６９９２８５ ２２４７ ５
１９８６ ８３８２０５ ７１４０２５ ８５．１９ ７０８１７２ ５８５２ １
１９８７ ８４４９５０ ７１９６４７ ８５．１７ ７１１６８３ ７９６３ １
１９８８ ７３７７５９ ７２７３８６ ９８．５９ ７１７５５６ ９８２７ ３
１９８９ ７４１４８９ ７３２１８７ ９８．７５ ７２１５３１ １０６５２ ４


１９９３ ７３９１８２ ７３１９７０ ９９．０２ ７２００６８ １１８２０ ８２


２０１０ ５９３９６６ ５９３８３５ ９９．９８ ５３９０１８ ５１８６６ ２９５１

　　进入新世纪,随着基层治理事务越来越复杂,停留在行政村层面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格局难以有效

适应农村地区的复杂情况.为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地位,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组部印发«关
于充分发挥组织部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作用的意见»,«意见»要求“积极探索按照自然村、村民

小组设立党组织”[２５].十八大以后,在自然村和村民小组这种更为微观的层面设置基层党组织的方

式更为制度化.２０１４年１月,中央１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村社

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

治试点.”[２６]与之相配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

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方案»提出“党员人数较多,下设村党组织较多的村党支

部,可以改为村党总支或党委;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可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不符合条件

的,可两个及以上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立联合党小组或党支部.”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立基层党组

织的做法第一次进入中央层面的正式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很多地区开始探索在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层面建立党组织.其中比较

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江西省“分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做法是“上提”行政村的党组织,即在人口规模

较大、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党员总数超过５０人的行政村建立党总支;同时又“下分”党员,根据居住

分布、工作开展条件等因素把村内的党员划分到不同的村民小组,然后由各村民小组按照单独或联合

的方式成立村民小组层面的党支部.根据媒体报道,相比之前在行政村层面建立党组织的做法,这种

在村民小组层面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将农村地区的党支部数量提高了３倍[２７].另外还有广西壮

２３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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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区的“宜州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做法就是在自然屯层面建立“党群理事会”,对有３名以上党

员的自然屯,通过屯级村民大会选举１到２名群众威望高、年富力强、有奉献精神、处事能力强的农村

党员代表以及４到５名群众骨干代表(如经济能人、退伍军人、退休干部、老教师、老模范等),共同组

成屯级党群理事会,负责商议解决屯内的经济生产活动、公共设施建设、集体活动开展等公共事

务[２８].尽管这两种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从实践功能上讲,两者的目标都是通过党建单元下

沉的形式,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力量继续延伸到更为基层的村民小组和自然村(屯)层面,在党和群众

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不断地纵向延伸中得到巩固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党组织建设和政权组织建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覆盖到

乡镇层面,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延伸到行政村层面.在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全面强化农村地区的基层组

织建设,组织覆盖再次延伸到更加微观的自然村、村民小组一级,在组织建设的纵向维度上形成“延伸

到底”的党建格局.这种在垂直维度上不断进行纵向延伸的党组织建设方式,对团结党群关系、加强

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横向扩散

　　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受生产经营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

响,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向分化性社会转变[２９].城市地区出现大量的“两新组织”,在农村地区则出现

农民社会组织、“公司＋农户”产业链、新型农村社区等以往未曾出现的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横向层面上出现新的空白领域,单纯依靠纵向延伸的组织覆盖方式遇到新的挑

战.为有效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纵向延伸的同时,
尝试在水平方向上进行横向扩散.２００４年９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决定»,就从加强执政能力的角度对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提出明确要求,“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

临的新情况,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紧

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３０]具体而言,围绕农村地区组织结构、生产结构、社区结构的多元化、复
杂化发展趋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横向扩散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在农村组织结构层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逐渐突破以家庭

为单位、以村庄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出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群众文体社团等新型社会组织,
特别是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地区快速增长.以河北省为例,到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就有１．７７万个,其中有９１６６个专业合作社、８５８０个专业协会,这些经济组织共带动农户３９５万户,
占总农户数量的２６％[３１].２００７年１月,«农业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农业专业合作社出现飞速发

展,到２０１７年７月底,全国范围内登记注册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达１９３．３万个,是２００７年底的７４倍,
年均增长６０％;入社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４６．８％[３２].其他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也同样如此.根

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在２０１０年,全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类社会团体数量就达到４７７１９个[３３],到２０１６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６．１万个[３４],覆盖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为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新型社会组织中的覆盖程度,中央及时调整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建设

方式.早在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印发«关于调整和改进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设置的意

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提出更加灵活的要求,“乡(镇)办企业、跨村、跨乡、跨县的经济联

合体、村办企业或行政村内的经济联合体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可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党员人数不足三

人以上的可建立联合党支部”[３５].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因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对基层组织设置方式

做出制度回应.之后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一些将党支部横向扩散到新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例如在

１９９８年,江苏省射阳县就充分利用农业服务,强化农民的组织力量,在各乡镇先后成立了农业、农经、
农技、托管、工业、劳务等服务公司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县有１６１个村成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为

提高这些合作组织中的党组织覆盖率,射阳县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和派驻党建工作指

导员的方式,灵活设置合作社内部的基层党组织.到２００９年,射阳县在合作社中单独组建党总支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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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支部１２６个,联合组建党支部１２个,挂靠组建党支部１７个[３６],有效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新型社会组织中的覆盖率.
二是在农村生产结构层面.１９９７年９月,十五大报告将“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式写入中央层面的

政策文件,要求“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

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３７]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各地涌现出大量延长农业产业链、推进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例如在９０年代,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公司就与３３个基地村、上万农户进行生

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合作,延长农产品生产链条,形成“公司＋基地村＋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 [３８].

２０１３年国家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公司＋贫困村＋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实践路径再次成为农村产

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户(贫困户)、行政村(贫困村)与农业企业(扶贫企业)之间的

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农村产业链被逐渐拉长,农村生产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为有效应对农村生产结构变化、产业链延伸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挑战,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十七

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

式,推广在农村社区、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做法.”[３９]这是中央首次以

文件的形式对农村产业链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正式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在产业链

上建立党组织的实践探索.例如重庆市荣昌县直升镇与雾都宾馆党支部就在２００８年成立联合党委,
联合党委下设两个企业党支部和五个生产基地党小组,形成“宾馆＋产业基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党员”的跨地区产业党组织模式[４０].这一模式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在产业链上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
党建工作与经济生产活动有机结合.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增强党组织力量的第一书记制度再次嵌入

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农村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就充分发挥

第一书记在党建、扶贫领域的功能,探索“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扶贫模式,既在农村经济发展层面延

伸农业产业链,同时又在党建层面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产业链上的覆盖力度[４１].
三是在农村社区结构层面.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城镇化趋势.但受制于城

镇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部分地区出现城乡混合、村镇混合的局面,由此生成的回迁安置社区、
“村转居”社区等“过渡型”社区成为农村社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伴随着水库移民、环境移

民、自然灾害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的推进,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多种类型的移民集中安置社区.
这些社区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城市社区的特征,但居住人员的就业方式、生活习惯依然保持农村社区

的传统.与此同时,这些社区与所在地的社区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空间和制度区隔,难以进行统一管

理.这种情形不仅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挑战,也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新的问题.
在地方实践中,部分地区采取多种形式强化新型社区中的组织覆盖,以此解决新型社区的社会治

理问题.例如郑州市在回迁安置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就创造出“１３５工作法”,其中的“１”即要求“党支

部先行”,突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的领导地位[４２].与之相类似,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

区采取措施强化后续帮扶工作,加强对安置社区的党组织覆盖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例如陕西省汉

阴县就建立“１３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机制,其中“１”即指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立党组织.
在４００户及以上规模较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探索社区党总支下辖社区工厂党支部、农业园区

党支部等组织体系建设,强化党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领导作用[４３].
综上所述,围绕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生产结构、社区结构的发展变化,以组织层面的横向扩散为创

新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趋势,基本实现了

农村基层党组织“横向到边”的建设目标.通过这种制度化、功能性的组织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横

向维度上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组织覆盖,横向扩散与纵向延伸形成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这种基层党

组织建设的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效果,既能够在政治层面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农业

产业链、农村新型社区之间的制度联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同时也能够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为

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农村改革发展目标提供组织基础.

４３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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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讨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最后一公里”[４４].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展基层组织建设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围绕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提高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

进行组织建设的历史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历史经验.在垂直方向上,农村基层党组

织逐渐由乡一级延伸到行政村一级,并最终延伸到更为微观的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农民群体的联系

变得更为紧密.在水平方向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结构逐渐走向多元化的发展

道路,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横向扩散,嵌入到农民社会组织、农业产业链和新型社区当中,再次扩大组

织覆盖的范围.经过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基本形成“纵向延伸到底,横向覆盖到边”的党

组织建设格局,为农村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从具体的实践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进行基

层组织建设的微观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组织覆盖机制.如前所述,建党之初的基层党组织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城市空间,并没

有形成完整的组织网络,基层党组织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空间转移

使得农村地区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垂直方向上的纵向延伸,农村地

区的基层党组织逐渐延伸到最基层,建构起“纵向到底”的党建格局,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线状分

布”.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转型之后,党中央及时调整农村地区的党建策略,各地区也尝试通过

水平方向上的横向扩散,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方式,完成“由线到网”的发展目标.因此

可以说,“从点到线再到网”的组织覆盖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扩大执政基础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

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百年历程的重要经验.
其次是工作覆盖机制.如果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是嵌入到农村社会当中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基

层党组织和农村社会之间就会出现脱嵌、悬浮的问题,甚至出现“党建内卷化”的现象[４５],那么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就偏离了制度初衷.通过上述历史梳理可以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进行组织覆盖的

过程中,同样强调工作覆盖,按照“党建＋”的方式建立服务型政党,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治理效能,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隐性特征,同样也是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这一微观机制也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进行组织覆盖的同时还需要强调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跳出“就党建谈党建”“就组织谈组织”的循环圈,使基层党组织嵌入到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农村地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
上面这两点历史经验同样也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基层组织建设中重点强调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

在２０１８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对新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以提升组织力

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４６]这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方面,
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增强内部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领导能力和管

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强化外部建设,提
高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能力,把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转化为群众工作的有效

机制.从这些角度出发,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才能得到组织保障,党领导农村工作才有组织抓手,
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在农村地区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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