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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四下基层” 提升民主党派履职成效
“四下基层”即领导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
基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1989年至1990年在福建宁
德工作时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
度。30多年来，“四下基层”得以继承和发扬，并迸发出
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党员干部联系群众、造福群众、解决
问题、提升干部作风的重要抓手。福建省各民主党派坚
持“以党为师”，始终把“四下基层”作为服务履职的工作
法宝，不断提升履职作为的成效。

深刻理解“四下基层”内涵
“四下基层”是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基

层群众对政策不知晓、不了解，宣传不到位，再多再好的
政策都是白搭。“四下基层”的重要一点就是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下基层，关键就是要把党的好声音和好政
策，及时用群众听得明白、喜欢的形式送到他们的身边，
让基层群众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代同频共振。

“四下基层”是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党
的各项政策在基层执行得怎么样？群众满意不满意？经
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没有身入就无
法深入，更不能做到心入。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就
一心沉下身子到基层调研，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跑
了 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和学
校。多年来，这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一线察
实情的科学理念方法，已成为党员干部走群众工作路线
的重要路径。

“四下基层”是问政于民、推动发展的重要方式。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直接
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这个问题。

“四下基层”的过程就是问政于民、推动发展的过程，价值
在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当年，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
倡导和带领下，闽东地区领导干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

驻村、驻厂调查研究，边发现问题，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四下基层”是锤炼干部、夯实作风的重要手段。不
管是宣传党的政策、调查研究下基层，还是信访接待、现
场办公下基层，都是对党员干部作风的一种锤炼，不仅要
求党员干部有丰厚的知识、扎实的业务本领，也要求党员
干部能进群众家，说群众话，能与群众坐在同一张板凳
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下到基层，摸到真正问题，进而
找到解决办法。

讲好新时代民主党派参政履职故事
福建省各民主党派要率先用好“四下基层”工作法

宝，走好新时代民主党派群众路线，更好地服务履职、担
当作为。

传承弘扬“四下基层”精神。“四下基层”萌发于宁德，
并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彰显了“四下基层”的蓬勃生命
力。民主党派应当用好这一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在传
承弘扬“四下基层”精神中，提升服务本领、履职能力。要
深刻感悟，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组织民主党派成员
到“四下基层”的首创地深刻感悟“四下基层”的丰厚内涵
和精神实质，感受“四下基层”带来的扎实作风和民生福
祉，推动“四下基层”成为党派成员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
度。要提升本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加强业务素质学习，
以群众为师，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要锤炼作
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下基层”的实干、实效精
神，以“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不断
塑造党派成员务实的工作作风。

更好推动各项履职。要学以致用、持之以恒地把“四
下基层”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民主党派的履职全过程，做到
既身入又心入，既发现问题又解决问题，既推进履职又促
进共识，不断提高履职的能效，为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不断

探索经验和路径。要推进凝聚同心共识，以“四下基层”
为契机，深化与所联系群众的交流，不断创新形式和内
容，以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及时做好党的路
线、方针及上级各项政策的宣传，提高大家对政策的知晓
率，进一步凝聚所联系群众的共识。要提升建言献策质
量，把“四下基层”作为了解民意、民情的重要渠道和形
式，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和民主党派成员企业等一
线，与所联系群众一起谈发展，了解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
所思所想以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映他们的诉求，
不断提高建言献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帮助基层解
决问题，推动发展。要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发挥“四下基
层”的功能，从“四下基层”中了解群众、了解乡村在发展
振兴过程中的所需、所求，结合民主党派所能、所长，谋划
社会服务项目，以群众的满意度衡量社会服务的水平和
成效。要激活基层党员活力，通过“四下基层”，突出问题
导向，全面了解基层组织现状，了解基层党员的思想状
态，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建立相应的机制，全面激
活基层组织活力，提升他们服务基层组织履职能力，彰显
民主党派作为。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四下基层”的核心
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民主党派在用活“四
下基层”这一工作法宝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领悟

“人民”二字，牢固树立“人民”思想。要带着感情去，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当自家人，把群众事当
自家事。要追着问题去，把群众当老师，围绕问题多问为
什么，与群众一起解剖麻雀，做到既发现问题，也找到原
因，更问得良策，不断总结规律，推动发展。要奔着困难
去，发挥民主党派资源优势，以社会服务为抓手，及时为
困难群众把脉问诊，了解他们的问题症结，真心实意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在帮助“输血”的同时，更帮助“造血”，不
断提升他们的发展能力，助力共同富裕。

（作者：吴棉国，致公党中央委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落实好全会精神，迫切需要我
们精准把握国际传播格局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加快
构建立体式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不断巩固壮大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提升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实效性和时代感，为牢
牢掌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主动提供正确舆论
导向和强大思想保证。

突出自叙与他叙互构的叙事视角，全景展
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恢宏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
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决定》提出了一
系列改革的新理念、新概念、新举措。构建融通中外且
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迫切需要在自
叙与他叙的视角互构中，构建以“小切口”讲好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大故事”的叙事传播格局。

一要掌握自叙话语权，打造重大改革部署的清晰叙
事传播体系。自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自叙要立
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讲好改革的文化基因，着
眼党领导改革开放 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锚定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
伟大目标，讲深讲透讲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道理、
哲理、学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叙事话语体系，
生动展现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
领域的改革成果。二要争取他叙主动权，拓宽硬核改
革举措柔性叙事的国际视野。要以世界眼光、人类情
怀审视改革的世界贡献，积极主动邀请国际组织、外国
媒体、专家学者、民间个体等第三方力量，以外部观察
者的视角来叙述中国改革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
改革的认同与理解，提升叙事的真实性。三要推动自
叙与他叙融通，汇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叙事传播

合力。自叙与他叙是构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叙事传
播体系的一体两面，要通过自叙与他叙的互构融合，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国际
传播叙事体系，合力提升传播效果、效能和效力。

统筹国内与国际互动的叙事场域，全域壮
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叙事传播正能量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针对我国改革的错误认知甚
至攻击抹黑层出不穷，我们应积极应对基于意识形态
的偏见，在统筹国内国外叙事场域中，全面提升国际传
播效能，形成有利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国际舆论。

一要坚定深化改革的叙事立场，真实立体全面展示
中国形象。要找准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着力点，通过
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等“四全媒
体”，全方位加强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宣传报道，
通过文本、声音、图像等多种模态的叙事符号，全面展
示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深刻变化、伟
大成就，在国际叙事传播中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二要内外兼顾进行两面防护，构建国内与国际互
动互融的叙事体系。要注重将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故事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叙述，融通中外利益交
汇点、情感共鸣点，重点宣传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
放的政策红利将如何惠及全球发展，将“党媒算法”融
入国际智能传播实践，加强中国改革的理念以及“一带
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的对外叙事，构建一套融通中
外、独立自主、系统集成、逻辑自洽、科学有效的中国叙
事体系，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三要主动设置深化改革
的叙事斗争议题，驳斥西方“叙事圈套”。针对反华势
力在境外舆论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攻击、炒作与抹黑，
要主动设置叙事斗争议题，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正面
精准回应，锻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叙事“批判”武
器，打好“舆论战”“认知战”，提升中国改革声音在全球
舆论场的叙事话语权以及舆论引导力，消除西方资本
叙事、强权叙事等不良影响。

用好传统与数智互嵌的叙事策略，全效提
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传播效能

数智技术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融合。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迭代跃升的全新场域
中，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传统叙事与数智叙
事的各自优势，形成叙事合力。

一是持续深耕传统叙事媒介，夯实底层逻辑。通过
挖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和典型案
例，运用传统叙事中的故事化手法，将上述叙事资源转
化成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关的图书、电影、电视剧
等传统叙事媒介，生动展现改革的艰辛历程、成就成效
以及人民改革的真实心声，以增强国际受众的情感共
鸣，为数智叙事策略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二
是用好数智叙事策略，创新叙事方式。要利用数智技
术实现“计算宣传”，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领域、多层
次，全方位、全流程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国际传播叙
事体系。精准把握海外受众的思维逻辑、价值理念、文
化习惯、接受心理，将展现中国改革历史、改革发展成
就、改革的世界贡献等故事融入本土传播，利用数智技
术生成个性化、正能量的改革叙事内容和互动体验，潜
移默化地进行靶向精准推送，增强受众的参与感、沉浸
感和共情感，使其与我国心相通、意相合、情相融。同
时巧用数字化、数据化、生活化、互动式、沉浸式、金句
式的叙事话语，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叙事内容的

“价值魅力”，用心用情用力在海内外讲好中国改革故
事。三是传统与数智互嵌叙事，合力提升叙事传播效
能。传统叙事与数智叙事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一方
面利用数智技术对传统叙事资源进行解构、修复、存储
和展示，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改革文化IP；另一
方面通过政府、媒体、学校、企业等多主体力量，搭建横
向与纵向互通的叙事传播矩阵，重构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国际传播格局，使中国改革故事和“将改革进行
到底”的决心、信心，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全方位“出
海”“出圈”，为构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国际传播叙
事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作者：李霞，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
为 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加快构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阶段性成果）

加快构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