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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iverse management chains,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play a leading and guiding role in party buil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ading power of party building not onl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execution of projects, but also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aff cohesion.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such as lax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weak organ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play of 
the ro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basis,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challenges faced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and propose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supported by system construction, mechanism coordin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build a project party 
building system with e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strong guarantee. Provide strong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words
building construction; Party building work; Leading power; Projec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security

关于提升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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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施工项目作为推进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组织结构复杂、管理链条多样，亟需发挥党建工作的统领
与引导作用。党建引领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强化项目执行力，还能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凝聚力的提升。然而，当前建
筑施工领域的党建工作仍存在制度落实不严、组织力薄弱、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文章围绕党建引领的现实基础、内涵
构建、面临挑战及提升路径进行系统梳理，提出以制度建设为支撑、以机制协同为抓手、以价值引领为导向的提升策略，
旨在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的深度融合，构建高效协同、保障有力的项目党建体系，为建筑施工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组织保障与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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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施工项目通常周期长、参与方众多、工作环境复

杂，管理难度较大，迫切需要稳定有序的组织引导力量。随

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建在基层项目中的战略价值

日益凸显。党组织不仅承担政治引领职责，更在项目管理、

团队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

在施工一线，党建工作的实效性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与执行效

率，关系企业形象与发展前景。本文以建筑施工项目为研究

对象，结合当前党建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聚焦其引领力

提升机制，为实现组织优势向管理效益的有效转化提供研究

支撑与策略思路。

2 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的现实基础

建筑施工行业具有流动性强、工期紧张、人员结构复

杂等特点，党建工作推进过程中面临较大挑战。多数施工单

位设有党组织，能够按照规定开展组织生活与思想教育，部

分项目已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步部署，党组织在队伍

管理与作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不同企业党建水

平发展不均，存在党务与业务脱节、党建活动形式化的问题。

在基层施工项目中，受场地、时间等因素限制，党组织运行

常被边缘化，难以实现深度覆盖与有效引导，整体党建工作

还处于以传统宣传和制度执行为主的初级阶段，缺乏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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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深度融合的机制支撑。在此结构背景下，党组织要发挥

实质性引领作用，需依托科学的组织架构调整与职责优化，

打通党务工作向施工一线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3 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的核心内涵

3.1 党建引领与项目管理融合机制
党建引领力的核心在于其对项目管理全流程的嵌入与

渗透，实现组织功能与管理目标的高度统一。在建筑施工项

目中，党建与项目管理的融合机制体现为制度对接、流程共

建与执行协同等多个层面。通过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

党组织在计划制定、资源调配、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参与

职责，实现党务与事务的双向嵌入。在制度设计上，通过联

席会议、联合监督等机制保障党建工作与工程节点同步推

进，在实际运行中推动管理效率提升、执行力增强。该融合

机制还需依托数字化平台与绩效联动手段，将党组织评价体

系与项目管理考核系统打通，形成党建工作全过程可量化、

可追踪的管控闭环。

3.2 党组织在项目执行中的核心作用
建筑施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大量计划变动、技术

协调与人员组织等复杂任务，党组织的存在有助于构建稳定

的思想基础和执行秩序。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成立临时党

支部，党组织能够有效强化项目各阶段的政治保障与组织协

调能力。在任务分解、责任划分和工期落实中，党组织能够

以严明的纪律推动目标执行，在多方协作中提升组织黏性与

管理效率。党组织还承担沟通桥梁作用，在施工单位、班组

和管理层之间起到稳定情绪、化解矛盾的积极功能。作为项

目运行中的核心组织力量，党组织既是政策导向的传递者，

也是管理制度的执行推动者，为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提供组织

保障。

3.3 党建工作对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的推动
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是建筑施工项目的核心任务，党

建工作在这一领域的介入增强了制度刚性与行为规范。党组

织通过制度建设强化质量红线意识，将安全生产纳入党务活

动重要议程，利用组织优势持续推动责任落实。党员在质量

巡查、安全培训等方面承担骨干角色，在施工现场构建起以

党组织为中心的质量安全监督网。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步推进

为遏制违规操作提供有力支撑，营造了清正务实的施工环

境。在突发事件中，党组织能迅速组织动员，稳定队伍、协

调资源、指挥应对，提高应急反应效率。通过党建引领，将

质量与安全管理从技术制度上升到组织文化高度，形成具有

稳定牵引力的内在驱动机制。

4 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4.1 项目制管理下党组织运行的复杂性
项目制作为建筑施工管理的常见模式，具备结构灵活、

任务导向清晰等特点，有利于提升项目运作效率。在此模式

下，党组织运行面临一定的组织适配性问题，主要表现为项

目周期性与组织建设持续性之间的协调需求。由于项目部人

员构成动态调整，党组织在建立与运行过程中需要兼顾团队

流动性与组织稳定性，确保各项党建活动有序开展。多层级、

多区域的项目布局也对党组织上下联动提出更高要求，需不

断完善跨层级沟通协调机制，以适应现场管理与组织引导的

双重需求。在实践中，党组织需更注重适配性与延展性，通

过灵活设置与机制创新，在不改变项目高效运作结构的基础

上实现党建工作的有效嵌入，推动组织力持续向基层延伸。

4.2 一线党建资源配置的局限性
在建筑施工现场推进党建工作，需要在资源配置方面

充分考虑一线工作的实际节奏和空间条件。一线作业面常处

于封闭、分散、变动频繁的状态，对组织活动场所、党务人

员配备与制度执行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适应性要求。在资源

安排中，需注重将党建工作与施工实际融合，因地制宜设置

组织阵地，合理统筹人力物力，增强服务导向与支持功能。

信息技术的融合为资源调配提供了新的可能，使党建工作具

备远程可控、多点同步的运行基础。实践中，许多项目已通

过线上平台实现党务管理的标准化与精细化，有效拓展了传

统党建资源的覆盖半径。面向一线的资源配置，不仅是数量

上的保障，更体现为服务项目建设、凝聚职工力量的功能延

伸，形成更具韧性与贴近度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4.3 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足
在项目建设推进中，党员群体作为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具备引领方向、带动氛围的重要作用。面对施工现场环境多

变、任务繁重的现实情境，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路径呈

现多样化趋势，既包括思想引领，也涵盖作风建设、岗位建

功等维度。部分党员因工作岗位差异或任务分布相对分散，

在组织引导和职责界定上需要更清晰地规划与支持机制。通

过完善激励体系、强化教育培训、优化考核评价，能够进一

步激发党员的责任意识与参与热情，为队伍注入稳定向上的

内生动力。营造尊重先进、崇尚实干的组织氛围，有助于形

成党员带动群众、个体促动整体的良性互动结构，使先锋模

范作用在施工现场日常管理、应急处置、质量提升等方面持

续展现积极影响力。

5 提升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的路径探索

5.1 强化项目党组织制度建设与责任落实
提升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需以制度建设为基础，

推动党组织在项目体系中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通过明确

党组织在项目启动、实施与收尾各阶段的组织形式与职责权

限，确保党务工作与工程业务同步嵌入。制度设计应围绕岗

位设定、组织架构、职责分工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建立与

项目制度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避免党组织随项目变动而

弱化甚至消失。通过设立项目党建责任人、健全双重管理制

度，实现党组织与项目部行政一线协同运行，形成权责统一

的组织管理模式。在考核评价中引入党建实效指标，将制度



27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3卷·第 05期·2025 年 05 月

落实情况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文明施工等方面的绩效

评估内容，构建组织建设与项目成效的联动体系。完善党建

制度执行监督机制，设立专人督导，保证制度落地不走样、

不空转，为党建引领力的发挥提供制度保障和责任支撑，推

动党组织在项目中真正成为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

5.2 构建党建与施工同步推进的工作机制
要实现党建引领与施工管理的深度融合，必须建立以

任务协同、流程整合、节点共建为特征的同步推进机制。在

项目策划阶段同步规划党建任务，在进度计划中嵌入党务活

动安排，在组织结构中配设党务专岗，在资源配置中统筹考

虑党建需求，确保党建工作与工程节点形成一体化管理。在

施工执行过程中建立联动机制，将党组织参与纳入关键环节

的流程管理，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党务与技术、质量、安

全、劳务等模块联合协商，提升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在重

大工程任务、特殊施工节点、突发紧急情况中发挥党组织组

织力与动员力，形成政治引领与业务保障的同频共振。以考

核机制为抓手，把党建成效纳入项目整体评估体系，推动党

务目标与生产指标协同考核，激发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在项目

推进中的能动作用。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使党建工作不再

游离于项目之外，而是成为施工全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5.3 创新党建载体丰富组织生活内容
在建筑施工项目中推进党建引领，需结合一线特点创

新组织载体，打破传统形式单一、内容空泛的问题。通过设

立流动党支部、党员责任区、先锋班组等灵活组织形式，将

党建阵地延伸至施工现场各个作业单元，实现组织生活“进

现场、到岗位、融日常”。围绕工程节点和施工任务设计党

建活动主题，将组织生活与技术比武、质量竞赛、应急演练

相结合，提高党务工作的参与感与针对性。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建设智慧党建平台，实现线上学习教育、信息发布、

成果展示的同步推进，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升组织生活

的覆盖面与时效性。挖掘施工现场的典型人物与先进事迹，

通过榜样引领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增强党员身份认同和组织

归属感。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引入心理疏导、职业发展、

家庭关怀等元素，增强党组织对施工人员的凝聚力与影响

力，使组织生活由“规定动作”转向“心灵联通”，激发党

组织在一线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6 结语

建筑施工项目党建引领力的提升，是推动项目管理现

代化、组织体系精细化的重要抓手。面对项目制管理特性与

现场复杂环境，唯有坚持制度先行、机制协同、内容创新，

才能实现党建工作由表及里的转型与跃升。党组织在施工一

线的作用不仅限于组织形态的存在，更在于其价值引导、管

理协调与队伍凝聚等多维功能的全面激活。通过强化责任体

系、优化运行结构、丰富实践路径，党建工作将在项目全周

期中真正发挥主心骨与引领者的实质作用，为建筑施工项目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组织动力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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