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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tyl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arty work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party work methods face problems such as 
information lag, low participation, and weak dissemination effec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nd urgently need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media era,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root 
causes of current party work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deological guidance,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etc., and attempts to 
provide useful ideas for adapting party work to the new era's public opinion situation. Party affairs work should actively embrace 
new technologies, adopt platform integration, deepen content design, and enrich diver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recise control, penetration influence, and infectious dissemin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cohesion, and depth of influence of the Part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leap forward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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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新媒体技术的飞速进步，信息传播样式出现显著变革，党务工作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挑战。传统党务工作方式在
新媒体语境下面临信息滞后、参与度低和传播效果弱等问题，急需进行创新及优化。本文从新媒体时代技术层面的背景切
入，挖掘当前党务工作在信息传播、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根源，试图为党务工作适应新时代舆论形势提
供有用思路。党务工作要积极拥抱新技术，采用平台融合、深化内容设计及丰富多元传播途径，全面提高党建工作的精准
把控力、渗透影响力和感染传播力，进一步夯实党的组织效力、凝聚活力和影响深度，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高质量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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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务工

作则是推动党的组织运行与思想建设的重要抓手。随着新媒

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短视频、客户端等信息传播平

台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具有“快节奏、强互

动、多样化”的特点，不仅重塑了公众的认知方式，也对党

务工作的传统传播机制与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的

舆论环境下，党员干部尤其是青年党员的信息接收方式逐渐

偏向“可视化”“个性化”“碎片化”，如何增强党务工作

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吸引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2 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与技术优势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其传播特性和技术优势

日益凸显，为党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新媒体具有

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

端设备，信息能够在秒级时间内实现跨区域传送，极大地提

高了党务信息传达的时效性和到达率。新媒体还体现出高度

的互动性和参与性，用户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

是可以即时评论、转发、点赞并参与讨论的“传播者”，这

为党务工作与党员群众实现深度交流、情感联结提供了优质

载体。

从技术层面来看，新媒体融合了图文、音频、视频、直播、

虚拟现实等多种媒介形式，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和情境沉



53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3卷·第 05期·2025 年 05 月

浸感，能够增强党务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借助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新媒体平台可以开展用户画

像分析、精准推送内容和传播效果评估，从而显著提升党务

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基层党组织管理和党员教育工作

中，利用数据化和智能化手段可以实现组织活动的高效调配

以及党员信息的动态管理，有效解决传统管理中人力紧张和

信息滞后的问题。

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特性打破了传统媒体“自

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党务工作能够因地制宜、因人

施策，提高信息传递的精准性和覆盖面。在当前“人人皆媒

体”“处处皆传播”的环境下，党务工作必须主动与新媒体

接轨，掌握其传播逻辑和运作机制，才能更有效地传播党的

主张、引导网络舆论、凝聚党员群众的思想共识，为党的建

设注入强大动力。

3 党务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型趋势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度渗透，党务信息传

播方式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面

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是传播渠道的更替，更是党务工作理念、

形式和机制的深层次革新。传统的党务信息传播主要依靠纸

质文件发放、会议宣讲、公告栏展示等形式，传播途径狭窄，

信息传输效率较低，参与度和互动性有限。而在新媒体环境

下，党组织可以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党建云平台等多种

载体，实现信息的多元发布与精准触达。

党务信息传播呈现出“平台多样化”的态势，党组织

不再局限于单一平台，而是根据不同内容和目标群体，选择

多平台同步推送，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例如，可以通过微

信公众号发布综合型党务资讯，针对年轻党员的活动推广则

可借助短视频平台呈现，形成矩阵式传播架构。传播途径也

逐渐呈现出“互动性与社交性”的倾向，借助留言评论、线

上投票、直播交流等功能，党员群众能够直接   参与党务讨

论和反馈工作，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传播内容的“视觉化、情境化与故事化”趋势愈发明显，

党务信息不再仅仅是枯燥的通报和公告，而是以图解、动画、

微视频、H5 页面等生动易懂的形式呈现，更具吸引力和传

播力。同时，数据驱动的“智能推送”机制正在逐步应用于

党务信息传播实践中，通过分析用户画像和阅读习惯，系统

能够实现个性化推送，确保党员及时获取所需内容，提高学

习参与的积极性。

党务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型是紧跟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推动党建工作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只有不断探索和优化

新媒体传播策略，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格局，党务信

息才能真正融入百姓生活，发挥凝心聚力、引领发展的应有

作用。

4 新媒体为党群互动提供的多元空间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党群互动开辟了多元空间，不仅

拓宽了党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的交流渠道，还极大提升了

党务工作的参与度、透明度和服务效能。在传统的党群互动

中，交流多依赖线下会议、走访询问、纸质问卷等方式，受

时空限制较大，反馈效率较低。而新媒体凭借其开放性、即

时性和互动性，为党群关系的重塑和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媒体构建了全天候、无障碍的沟通平台，通过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党建 APP、在线问政平台等渠道，党员

群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党的政策和组织活动安排，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建议，实现实时互动反馈。“掌上党建”类应用将

学习教育、党务管理、互动服务等功能整合，极大地方便了

党员的线上学习，还能及时上报思想动态和工作建议，党组

织能够更快地掌握基层的真实民意，从而实现精准化施策。

新媒体强化了党务工作的服务属性和回应机制，例如

“云问政”平台和“微心愿”墙等新媒体载体，让党员群众

的诉求能够迅速传达至相关部门，并通过公开透明的流程得

到及时回应，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党组织也可以

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民生热

点，优化服务投放，提升党建工作的精准化水平。

新媒体还为多样化参与和互动形式提供了技术支撑。

通过直播、微视频、线上投票、互动游戏等形式，党群互动

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参与门槛降低，覆盖范围更广。例如，

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出党史教育系列创作，组织知识竞赛和在

线答题活动，不仅增强了党员群众的学习兴趣，还激发了广

泛参与的热情。

5 新媒体时代党务工作的创新策略

5.1 构建“党建 + 新媒体”融合传播平台
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党建 + 新媒体”融合传播平

台是推动党务工作现代化的核心举措。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

微信公众号、党建 APP、小程序、视频平台等多种媒介渠道，

构建覆盖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建传播矩阵。通过

平台的聚合功能，将党务发布、党员教育、互动服务等内容

一体化，实现党务信息的集中整合与快速传播。

该平台应具备数据追踪和反馈分析功能，动态掌握传

播效果和党员学习行为，为组织决策提供依据。融合传播平

台不仅提升了党建工作的传播水平、感染力和实际效果，还

创造了党员与组织之间全天候、无缝隙的联系纽带，推动党

建宣传从“单向讲授”向“互动共建”转变 [1]。

5.2 创新党务宣传内容与表现形式
要提升党建宣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必须在内容创新

和表现手法上持续突破。在新媒体时代，党务宣传应从“灌

输式”向“体验式”转变，结合党史故事、模范典型、基层

实践等资源，构建系列化、故事化、情境化的内容体系。可

以借助短视频、动画、图解、H5、VR 等新兴媒体形式，将

抽象的政策理论转化为形象生动、直观易懂的视觉呈现，增

强党员群众的情感共鸣和理解能力。此外，通过“微党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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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日历”“互动问答”等形式，增加用户粘性和参与积极性，

推动党务内容传播向“沉浸式”“裂变式”发展，让党务宣

传真正“触动心灵、融入思想、付诸行动”。

5.3 拓展党员教育的互动与参与渠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填鸭式”党员教育方式

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党员的多样化需求。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为

党员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教育模式从单向灌输转

向“参与式”“互动式”，实现“学、思、践、悟”的有机

结合。各级党组织应充分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党建直播课、

微党课、在线测试、电子书籍等数字化手段，构建层次分明、

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党员教育体系。

同时，引入积分排名、学习打卡、互动问答、在线竞

赛等机制，激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增强教育活动

的吸引力和参与度。通过社交平台组织线上主题讨论、学习

经验分享等活动，营造共学共建的良好氛围，促进党员之间

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互动。结合线下实地集训、情景再现、志

愿服务等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相辅相成的“混合式教育”体

系，实现党员教育的知识普及与党性锤炼的有机结合，让教

育成果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切实提升党员的政治素养和服务

水平。

5.4 建立党务信息化管理系统，推动数据赋能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党务管理亟需从传统手

工、纸质、分散的工作模式向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方向

升级。建立党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不仅是提升党务工作效率

的关键手段，更是推动组织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各级党

组织应以党建工作为核心，整合人事管理、组织发展、考核

评价、活动管理、在线学习等功能模块，搭建综合性的“智

慧党务平台”[2]。

通过搭建数据采集入口和可视化操作平台，实现对党

员发展情况、组织生活参与情况、学习进度、考核成绩等信

息的全流程跟踪与分析。平台可以自动生成党员活动参与频

次排名、支部活跃度分析等报表，为组织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借助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技术，发现党组织运行中的薄弱环

节和潜在问题，形成科学、数据、动态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党务信息平台还可以与政务、纪检、群团等系统进行数据对

接，实现跨平台协同管理和资源共享，大幅提升工作协同效

率和服务能力 [3]。通过不断完善党务信息化系统的架构和安

全机制，为党建工作持续注入“数字动力”，推动党组织建

设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5.5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与危机应对机制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

党组织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舆论环境。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与危机应对机制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党务工作的重要任务。

党组织应增强在网络空间的主动发声能力，通过建立微信公

众号、视频号、党建新媒体矩阵等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政策解读、党建动态等内容。

同时，要建立专业的网络舆情监测团队，实时关注网

络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负面信息，避免舆情发酵。

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党组织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

间发布准确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掌握舆论主动权。此外，

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网络素养培训，提高其应对网络舆情的

能力，确保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

6 总结

在新媒体快速崛起的背景下，党务工作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也重塑了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机制。面对新形势，传统党

务工作方式暴露出“触达难”“传播弱”“反馈慢”等瓶颈

问题，亟待变革思维、更新理念、优化策略。党务工作应进

一步拓展“智慧党建”“云党建”等技术融合路径，构建开

放性强、精准度高、互动性佳、智能化优的党务工作新格局。

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的重要保障，为筑牢党的事业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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