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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多个非公企业党组织、6300 多名党员……
如何激活园区非公党建的动力引擎，助力新质生产
力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
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园区企
业的发展优势，把党的组织活力转化为园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推动非公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同频共
振。如今，“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
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正成为越来越多火炬高
新区企业的共识。

项目攻坚一线 党员冲锋在前

在距离厦门 2000多公里的宁夏灵武市，壮美戈
壁上，一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犹如巨型“充电宝”，
源源不断地充放着清洁电能。

“作为国内首个百兆瓦级电力电子化液冷储能
应用项目，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开工，12 月 31 日
并网，仅用 110 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谈起那段
冲锋在项目建设一线的日子，科华数能党支部书记
黄晓波依然记忆犹新。

科华数能是该电站一体化液冷储能系统集成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面对如此大体量的项目，工期
紧张成了科华数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这样的项目，一般建设耗时都得半年，而这次
只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黄晓波说。

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如期高质完成项目？关键

时刻，科华数能在项目一线建起了一支由 8 名党员
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并且与项目其他单位开展联
合党建，通过“揭榜挂帅”方式，让党员扛起冲锋攻
坚的重任。

液冷储能系统集成结构复杂，不是简单的拼
装，需要具有强大的集成实力，充分考虑安全、运
维、运输等因素。黄晓波告诉记者，项目交付期间，
室外最低温度仅有零下 30℃，项目组的成员时常需
要忍受严寒，从早晨忙碌到深夜。

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党员同志带
头，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得
到客户的高度认可。

“储能行业有项目大、任务重、交付急的特点。”
黄晓波说，科华数能始终坚持党建“搭台”、业务“唱
戏”，让二者同频共振。

紧抓新型储能发展机遇，科华数能党支部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勇攀行业高
峰。公司党支部成立仅一年，党员人数就从最初的 8
人增加到 40 人。近三年，公司业务量均以每年翻一
倍的速度增长。

党建也是生产力，抓好党建添活力。如今，这样
的例子在火炬高新区比比皆是。

国投智能按照“党建引领方向，创新驱动发展”
的思路，精心打造了“蓝海红帆”党建品牌。在“天
擎”公共安全大模型的研发推进过程中，公司 AI 研
发中心总经理、党员赵建强博士带领以党员为核心
的技术攻关团队驻点封闭开发的一线，连续奋战，

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最终推动产品落地，构建起
公共安全领域业务的智能化基座；海辰储能坚持

“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实现党组织与公
司业务的发展同频，党员先锋队带头攻坚克难，突
破技术难题，不断激发内生动力，公司党员在一年
内由 50 名增至 270 名……在急难险重任务前、在优
化服务功能上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
正在成为企业向上发展的动力引擎。

吸引年轻人才 壮大组织队伍

专属手办“接班蝉”，党建品牌“蝉先锋”，党员
才拥有的专属文化衫……在位于厦门软件园二期
的厦门立马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建与企业文化
紧密结合，以多元丰富、交互性强等特点，吸引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加入。

“公司聚焦的是直播电商等新领域，员工平均
年龄只有 27.5 岁，这要求我们的党建工作要汇聚青
春力量。”立马耀党支部书记、公司副总裁上官琳介
绍说。

作为备受行业认可的品牌内容营销与电商数
智化综合服务商，立马耀公司旗下包括“蝉妈妈”

“蝉妈妈创意”“蝉管家”“蝉圈圈”“蝉魔方”“蝉选”
“蝉镜”等矩阵产品，截至目前已服务超 100 万家知
名品牌和中小企业。

如何才能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加年轻化？
企业针对年轻人的特点，设计符合当下年轻人

审美的党建 IP形象，并结合热点打造不一样的党建
活动，增强党建活动的吸引力和党员教育的感染
力。

“‘95后’‘00后’是很注重氛围和体验的一个群
体，喜欢新科技，关注自我发展机会。”上官琳说，公
司正在运用自身所擅长的 AI 技术，打造特色的党
建智能机器人。

这款“懂党建”的 AI 机器人，不仅可以通过直
播、短视频、语音讲解等方式，向党员和群众宣传党
的政策、方针和精神，还能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与党员进行互动交流，解答党员的问
题，收集党员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机器人已进入内
测阶段，很快将正式上岗。

“随着员工的年轻化，党员队伍的年轻化也成
为趋势。”黄晓波说，在增强党组织吸引力方面，科
华数能一方面丰富党建活动，一方面为年轻党员发
展搭建平台。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努力
把骨干发展为党员，把党员培养为骨干，确保“重点
技术把控有党员、关键部门领头有党员、核心项目
领军有党员”。

在中创环保党支部书记、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
监陈大平看来，公司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党建工作
的引领和促进，而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中创环保
坚持把党员队伍建设和企业人才发展相结合，积极
推进“双培养”机制，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
养成骨干，重点在一线业务骨干、高素质青年人才
中培养发展党员。

厦门火炬高新区：非公党建引领 企业向新提质
□本报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管轩 刘清

厦门火炬高新区非公
党委秉承“党建引领，人才
带动，助推发展”理念，结合
园区发展实际，创新“1+N+
X”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模式，与行政区合力打造园
区“党建共同体”，构建“议
事联席、服务联动、活动联
合、培训联办、品牌联创”的

“五联”工作机制，落实非公
有制企业党建“2233 工作
法”。截至 2024年 6月，非公
党委下设产业园联合党委、
软件园联合党委、创业园联
合党委、高新城联合党委。
园区共有 460 多个非公企
业党组织、6300多名党员。

多年来，厦门火炬高新
区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擦亮
火炬先锋党建品牌。美亚柏
科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其“红色引擎”党建品牌被
评为“厦门市直机关优秀党
建品牌”；科华数据党委、乾
照光电党总支、美柚党总支
被评为“厦门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厦门软件园三期党
群服务中心荣获“福建省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实训基地”称号；厦门软
件园二期“邻炬 e 家”党建
品牌于 2023 年入选《非公
有制企业党建》“年度百佳
园区党建品牌案例”；《软件
园三期“CARE”党建工作法
擦亮园区党建工作品牌》荣
获厦门市首届基层党建创
新案例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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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耀党支部书记与年轻党员交流谈心。 林露虹 摄火炬高新区非公党委开展重走长征路沙盘演练主题党日活动。（资料图片） 科华数能举办党建活动——五四青年辩论赛。 （资料图片）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党建阵地是组
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场
所，是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展现的重要平台。截
至 2023 年 12 月底，厦门市共有各级基层党组织
16116个，党员总数 256781名。

近年来，厦门从持续提升近邻党建品牌效
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研发“厦门党建 e 家”信
息化平台规范基层党建等方面，打造了“四个一”

（研发一个信息化平台“厦门党建 e 家”、创办一
所综合性学院“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建设一支职
业化队伍“非公党建指导员”、打造一个特色化品
牌“近邻党建”）的亮点项目，聚力提升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近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每当华灯初上，开元路便化身热闹的美食
街，吸引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前来寻觅美味，然而，
非机动车占用卸货车位影响了市民通行。

为解决这一难题，鹭江街道大同社区党委

积极动员街巷党支部与“邻长”力量，组织开元
路上 6 户商家志愿者携手 19 名党员群众，共同
组建“巡查宣导先锋队”。以 12 家商户作为试点，
实施灵活跨店经营方案，并构建商家间“共建、
共管、共享”的紧密联盟体系。在此机制下，商家
们自发地将桌椅移至店外划定的黄线区域内。
治理后的开元路焕然一新，已然成为“老厦门必
打卡地标”之一。

“远亲不如近邻。”近年来，厦门不断深化近
邻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在创建文明城市、城
中村现代化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国庆，党员群众齐聚思明区深田社区图
强小区，街坊邻里挥舞着国旗，在火红的氛围中
同吃“国庆面”，为祖国庆生；在湖里街道和通社
区的党建引领小区治理交流会上，大家集思广益
解决小区治理难题……

2017年，厦门在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交流
会上作书面交流；2019 年，“小区建立党支部、治
理水平大提升”获评全国最佳创新案例，并在全
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论坛上介绍经验。

红色引擎助力乡村振兴

厦门市现有 147 个建制村，乡村人口约 49 万
人。对照特区的新使命新要求，厦门市创新组团
帮扶模式，实施连片驻点、联动帮扶、跨村联建三
项机制，推动发展资源、干部力量向乡村下沉，以
更大力度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连片驻点，科学协作。2022年以来，厦门市委
组织部连续开展两轮组团帮扶，建立“一片区一
团队”工作机制，由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对重点
村开展“1+1”精准挂钩帮扶。

联动帮扶，因地制宜。厦门市医保局帮助后
亭村发展特色鹧鸪产业，以村集体企业为平台，
打造“鹧鸪”特色农产品品牌，用“小鹧鸪”撬动乡
村振兴“大产业”；厦门市发改委开展花卉种植和
直播技能培训，对口帮扶的后垄村获评省级乡村
治理示范村；厦门市直机关工委以“我在乡间有
亩田”活动为抓手，推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认
种认筹农田累计近 300 亩；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帮

助村集体经济公司重新注册登记、规范农特产品
包装、拓展商超销路……

在推进组团帮扶过程中，厦门市直机关各单
位深入乡村实地走访、现场办公，驻村工作队更
是驻在村里、蹲在点上，“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
万家忧、办万家事”。党员干部们通过驻村，学会
了群众工作，增强了服务本领，群众也成为年轻
干部派驻成长中的“第一位老师”。

自开展组团帮扶工作以来，厦门市乡村振兴
取得显著成效。2023 年，厦门 147 个建制村实现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66亿元，同比增长 23.1%，村
均年收入为 113.13万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2021 年的 2.9 万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4 万元。“党
建引领组团帮扶”模式获评第四届党建创新成果
展示交流活动十佳案例银奖。

信息化平台赋能党建工作

按照“纵向管得住、横向能覆盖”思路，厦
门持续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上聚力用劲，以打造亮点项目为突破点，深
入挖掘提炼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工
作模式。

“在‘厦门党建 e 家’平台上，不仅提供党费
缴交、转接组织关系等功能服务，还有大量的学
习资源可以线上学习，有效解决了工学矛盾。”思
明公安分局梧村派出所党员李凡说。此外，平台
还对组织设置是否合理、组织生活是否正常、交
纳党费是否及时、发展党员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
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自动提醒，也方便上级
进行督查督办。7 年来，平台共发送各类工作提
醒近 500万次，有效推动了工作落实。

自 2017 年 5 月起，“厦门党建 e 家”就在全市
推广使用，是全国第一个在地市级层面全面推广
使用的党建信息化平台，有效破解了传统党建工
作中党员办事难、党组织管理难、上级督导难等
问题，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觉得“实用、管用”，被
称为“指尖上的党务管理抓手”。目前，“厦门党建
e 家”微信公众号的关注人数高达 32 万人，远超
全市党员数，足见其影响力。

思明区
深田社区党
员群众在图
强小区欢聚
一 堂 ，同 吃

“国庆面”，为
祖国庆生。
（资料图片）

同安区
莲花镇上陵
村通过党建
引领农田复
耕，开展“我在
乡间有亩田”
活动。图为俯
瞰上陵村。
夏海滨 摄

同安区
直机关工委
组织直属党
组 织 30 余
名党员干部
职工深入乡
村助力水稻
抢收。
（资料图片）

聚力提升 书写基层党建“大文章”
□本报见习记者 黄星榕 记者 邓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