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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项目为纲，纲举目张。为压紧压实各级书记抓党建的责任、着力破解基层党建

工作的短板和薄弱，2015年，按照“切口小、有难度、示范性强”的原则，宿迁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基

层党建“书记项目”，每名书记每年领衔1—2个项目，不搞贪大求全，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久久为功，

绵绵用力，市级层面累计统筹实施的项目总数达996个。各级书记既坐镇指挥加强调度，更亲力亲为进场施

工，“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鲁班奖”“詹天佑奖”。这一做

法作为党建创新重点项目在全省全面推开。

项目化管理是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推进手段，其好处在于立项时有人争，实施

时有人干，监理时有人督，追究时有人头，责权利非常清晰，工作推进起来不扯皮、不落空。为化解基层

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2015年以来，宿迁市借鉴经济工作抓项目的办法，以实施基层党建“书

记项目”为抓手，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切实扛起“第一责任”。

市委始终坚持年年都是基层党建责任落实年，月月都是“书记项目”调度月，天天都是项目推进日，

接连两任市委书记率先垂范、带头示范，有效带动全市各级书记把基层党建“书记项目”放在案头、抓在

手头、记在心头，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形成抓基层党建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踩准节拍，像编排产业规划一样排项目。坚持问题导向，想好再干、想明白再干，三思而后行，让基

层党建有抓手、抓到关键点上。一是找准问题树“靶子”。2014年，市委组织部牵头开展基层党建问题大

排查，梳理出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等“五个基本”方面的38个问题，并

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县（区）和市直部门党委（党组）书记拿起报告照镜子、正衣冠、扣扣子。在随后的

几年，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能够针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有针对性地自行查找。二是选准项

目引“路子”。按照“切口小、有难度、示范性强”的原则，组织各级书记将问题变议题，议题变课题，

课题变项目，每人选择1—2个“书记项目”作为主攻目标，不达目标不松手，不见成效不退兵。三是从严

把关扎“坝子”。市、县（区）组织部门逐一过堂、从严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项目坚决予以“返工”，

并提请市、县（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针对“景区有景色少红色”的问题，市委组织部采取

点题的方式，将“深化红色党建进景区”项目推送给文旅集团党委书记，督促提醒在加强景区提档升级时

要有机植入红色元素，发挥好红色教育功能。

挂图作战，像推动重点工程一样推项目。市委明确要求，各级书记要做到真谋实划、真投实下、真抓

实干、真带实推，确保“书记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施过程中，坚持各级书记靠前带动、组织部

门上前推动，上下联动、同向发力、扎实推进。一是既下任务又教方法。制定出台县（区）、市直部门党

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双十条”责任清单，举办全市乡镇党委书记、村居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市委

书记和所有县（区）委书记上好第一课，让他们知道干什么、怎么干。在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上，市委书

记面对面指导乡镇党委书记采取“发布微信公告”“上门走访摸底”等措施，不仅把人请回来了，还把心

拢来了。二是既促挂帅又督出征。对所有“书记项目”均明确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月有报告、季有观摩，

督促各级书记不打太极拳，不跑马拉松，更不搞突击战。2019年，结合省委“五聚焦五落实”三年行动计

划的要求，市委书记将“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党建新模式”作为自己的“书记项目”，针对单村改建、整村

合并、多村融合三种农房改善的不同形态，直接到一线、到现场，听怨言，纳谏言。农房改善“后半篇”



文章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组织、民政、农业农村、行政审批多个部门单位，靠任何一个部门单位都推不动，

客观上也需要“车头带”。三是既扶上马又送一程。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为“书记项目”提供必要保障。

抓基层党建工作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书记项目”发挥了拉动撬动推动的良好作用。2015年在推进村级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中，市委组织部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建设进度，向75个新建村党群服务中心拨付奖补资金

1500万元，撬动县乡两级投入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资金9000万余，同期增长353%。

不打和牌，像考核招商引资一样考项目。把严督实考作为“书记项目”落地生根的重要保证，既看过

程，又看结果，更看效果。一是约法三章。明确书记第一责任是抓好党建，年度目标考核党建工作成绩单

不得低于经济工作成绩单，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明确书记既要当好指挥员，又要当好战斗员，不能以部

门抓代替自己抓；明确效果要重看群众满意度，不能用自我感觉代替群众评价。二是定期巡查。市、县（区）

组织部门采取随机选择督查地点、随机确定督查事项，到现场一线看实况、到群众家中访实情的“两随两

到”方式，带着导航、带着相机，一竿子插到底，对“书记项目”实施情况常态化开展巡查。利用各县（区）

召开履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会的机会，由市委组织部分管领导采取PPT形式逐个县（区）反馈

问题并进行点评，以“有图有真相、见人见事例”的形式起到了红脸、出汗的好效果。三是专项述职。连

续5年，市、县两级在组织开展年底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时，把“书记项目”完成情况作为“必答题”，

特别是县（区）委书记，述职时先谈市委书记基层党建“书记项目”是怎么落地落细的，再谈自己项目如

何推进推动的，亮成效、谈不足、话体会，接受评议。四是从严问责。十次检查不如一次通报。为压实书

记管党治党责任，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组织处理，力避把规矩纪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效

传导了压力，传递了责任。

“书记项目”实施5年以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基层组织建设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大抓基层的“三

多”现象。回归主业的书记多了，大抓基层的氛围更浓；两手齐抓的书记多了，改革发展的动力更足。基

层党建“书记项目”像一个坚固的支点，将党建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任务撬动起来。走村入户的书

记多了，党群干群的关系更亲了。各级书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基层，脚步更多地走进群众，带动了群众参

与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对项目的满意度。既解决了不少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以往想办

没能办成的大事，也给开展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启示。

选对方法比一味用力重要。党委书记姓党，抓基层党建工作天经地义。但少数党委书记还存在不会抓、

抓不到点子上的现象，好比是螃蟹吃豆腐——抓的挺多、吃的不多。说到底，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基层

党建“书记项目”是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牛鼻子”“铁抓手”，某种程度上来说，抓住项目就是抓住了

方向、抓住了切入点、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亲力亲为比遥控指挥重要。医生当了院长，不能把手术刀丢了；教师当了校长，不能把课本丢了；干

部当了领导、成了书记，同样不能把抓落实的本领丢了。“给我上”和“跟我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带兵

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大相径庭。抓“书记项目”同样如此，各级书记既挂帅，又出征，关键的时刻还要下

“跟我上”的决心，才能真正把项目推好。

继往开来比盲目翻新重要。宿迁推进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已经跨越5整年，历经两任市委书记和常

委组织部部长，是典型的“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地方，抓工作翻篇比翻书还要快，

那么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瞎折腾。基层党建工作有其自身规律，基层党建工作要务实抓实、创出特色，只

有继承前任的，考虑后任的，才能干好己任的。否则，就是有噱头无码头，站不住；有名牌无品牌，立不

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