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模板5
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
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
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篇一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防止幹部“帶病提拔”
的意見》，該《意見》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
話精神，完善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機制，把好選人用人關，大
力培養、大膽使用忠誠幹凈擔當、謀改革促發展實績突出的
幹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黨組織和人事部門角度看，防止幹部“帶病提撥”就是要
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堅持原則，敢于負責。在全面從嚴治黨
背景下，界定幹部的“病症”應該更嚴一些，對幹部看得更
緊一些，在評價識別幹部時，要從全方面考慮，嚴格考察程
序，強化監督入手，營造一個科學、公開、陽光的選人用人
環境氛圍。

從幹部個人角度出發，一是要認真學習貫徹《意見》，用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提高政治意識和覺悟，
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要秉承一切為人民服務的宗
旨做事;二是要落實好照鏡子、洗洗澡，以黨章為鏡，對照黨
的紀律、群眾期盼、先進典型，對照改進作風要求，認真查
找自身的缺點，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做個嚴于律己、盡
職盡責的好幹部;三是創新思維、務實進取，在幹部的日常工
作中，要堅持經常學習先進經驗、學習他人的好思路、好定
位、好做法，不斷豐富自己的頭腦，解決工作難題時多用新
思路、新方法，才能達到更好的成效。所謂“變則通，通則



達”，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腳踏實地、開拓進取，才
能不斷開創本職工作新局面。

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篇二

促使换届纪律落实到位，严肃的问责追责不可或缺，今年以
来，多省提出建立换届风气问责机制，当出现领导不力、失
职失责等行为时，党委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将难逃其咎，而
且还将视情况严重程度向上一级党委追责。

无疑，《意见》的出台是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制度的
重要一步，也是补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制度短板的重要
举措，更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渗透深入的必要手段，是
十八大以来党不断加强管党治吏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动作。
无可置疑，《意见》是深入和推进依规依纪科学选拔任用领
导干部、树立良好选人用人之风的一记重拳，是广大领导干
部之期盼，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之期盼，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
具体化和制度化。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须全程监管，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确保选人用人全过程公开、透明、
民主、规范、符合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切规定，接受媒体和最
广泛群众的监督，就能彻底消除任由权力“暗箱操作”的空
间。一方面，现有的选人用人机制制度须得到切实遵从，不
能单纯的寄望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政治自觉，须不断提升和强
化媒体特别是群众主动监督的意识;另一方面，针对现行干部
选拔任用制度中存在的短板，须广泛征求公众和专家学者意
见和建议，不断严密和完善监管干部选任机制制度。然而制
度再完善再严密，唯从严执行才能生威，唯从严落实才能确
保堵上选人用人上的制度漏洞，确保把德才兼备、符合党和
人民期望的好干部选出来用上去。



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篇三

根据市、区委组织部《关于对“带病提拔”干部的选拔任用
过程进行集中倒查的通知》要求，街道党工委对干部“带病
提拔”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认真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
如下：

一、认真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和《干部任用条例》

根据市、区委组织部相关要求，街道党工委非常重视，迅速
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并将其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为保证学习效果，
街道党工委采取了以下措施：

二是要求班子成员及人事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它的内容
和要求;

三是把贯彻执行《条例》情况作为街道领导工委会的重要内
容进行对照检查。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促进了《条例》的学
习、贯彻和落实，加深了对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条件、程
序、纪律、监督的认识，使干部更加明确了“带病提拔”干
部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对于开展干部“带病提拔”情况的自
查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二、确定倒查对象

街党群工作部与街纪委进行沟通，收集《责任追究办法》颁
布以来处级、科级党政领导干部受撤职以上处分的情况。集
中收集掌握同时具备以下三种情况的处级、科级正职、和副
职领导干部：

(1)3月以后提拔任职的;(2)提拔后受到撤职党内职务或者行



政职务以上处分的;(3)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在提拔任职前的。
不包括非领导干部。通过街党群工作部、街纪委的联合调查，
在3月以后提拔任职的干部有17人，其中，处级干部3人，科
级正职干部8人，科级副职干部6人，这些人中没有提拔后受
到撤职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的和违纪违法问题发
生在提拔任职前的情况。

通过对干部“带病提拔”情况的自查，不存在干部“带病提
拔”的情况，在以后工作中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干部任用条例》要求选拔任用
领导干部，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严肃干部选拔任用纪律，避免干部“带病提拔”的情况发生。

如何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提拔”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广为社会诟病的不正之风，
也是当下最典型和极具危害性的腐败。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带
病提拔现象，不仅会严重打击那些廉洁从政的干部的积极性，
更会败坏党风政风。因此，如何有效遏制干部“带病提拔”
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政治任务。

一是严把“推荐关”。

选拔任用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根据民主推荐来确定考核
对象。由单位向组织推荐的干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并有单
位班子成员签字，由领导干部向组织推荐的干部必须由领导
本人签字。推荐单位和领导干部个人，必须对推荐对象负责，
如发现和推荐情况不符的，追究推荐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二是严把“考察关”。

实行考察预告制，公布考察监督电话和考察责任倒查三项制
度，在认真全面考察干部的同时，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考
察期间接受举报的，暂缓考察。考察不实或失真造成用人失



误的，追究考察组人员的责任。

三是严把“公示关”。

对拟提拔的科级干部进行任前公示，设立举报电话，对群众
反映和举报的问题，严肃对待，认真调查核实，对问题严重
的干部，取消其任职资格。近年来，在公示期间接受举报暂
缓任职3人。

四是严把“试用关”。

对新提拔的干部实行试用期一年制度，试用期满后对干部进行
“德、能、勤、绩、廉”全面考察，考核全部合格者，转为
正式任职，考核不合格的，延长试用期;问题严重者解除试用，
有效避免了干部任用后能力不适应新岗位的要求，造成工作
被动或失误的现象。

五是日常通报备案机制。

干部日常信息通报作为干部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作
出干部奖惩的单位和部门向组织等部门通报情况，并将相关
材料存入干部人事档案，力求档案中的干部形象“丰满，写
实”。

六是联合审查机制。

对干部的评模选优，职务职称晋升均由干审联席会联合审查，
确保干部成长的每一步都经得起检验。

七是专项审查机制。

对新录用、调入的干部“三龄两历一身份”和干部新修学历
进行专项审查，并经部务会审议后做出认定，存档备查。

八是公示监督机制。



把群众监督作为干部选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新录用、提
拔的干部“三龄两历一身份”和个人履历进行公示，公布监
督举报电话，受理举报。通过以上四个联动联防机制，使干
部日常管理工作脉络清晰、抓手有力，将干部选拔任用“关
口”前移，杜绝了干部的“带病提拔”。

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篇四

“干部带病提拔”现象管窥

文/程爱军梁瑞英

干部“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
纪违法行为，但未能发现，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的一种不良
现象。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从近年“落
马”的贪官们可看出，“带病提拔”现象层出不穷。中共中
央党校田国良在《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中，
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
（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了
剖析。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
拔。《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来落马的70多名省部级官员中，
80%的官员是边腐败边晋升。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干部“带病提拔”之忧

虽然被“带病提拔”的领导干部只是少数，但影响极坏，危
害极大。

1.这种现象严重践踏了党的规章制度。我国《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
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带病提拔”明
显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精神相违背，使
党的规章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流于形式。



2.这种“带病提拔”现象打击了符合条件却没有被提拔人员
的积极性，直接影响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
整个社会的风气，搅乱了干部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

3.“带病提拔”的一些领导干部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可能给
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危害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二、“带病提拔”源于选人用人机制的不完善

领导干部“带病提拔”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种现象
屡禁不止？主要源于选人用人机制的不完善。

1.对一把手的约束监督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度集中

事实上，对于干部提拔基本程序的民主推荐、组织考核、人
大选举等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对干部的提拔基本上是拥有
人事权的领导，尤其是大权独揽的一把手说了算。正如有人
戏称官场选人用人潜规则：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
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可见，这种权力过
度集中的体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果一个人的升迁荣辱全
凭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定夺，那就必然给权力寻租以一定的空
间。所以，当前要避免“带病提拔”，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对
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其权力滥用。

2.方法不当，干部选拔监督工作薄弱

首先，由于受干部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考察方法简单唯一、
考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条件的限制，对个别干部的问题没
有查清查透，因此使“带病”干部得到重用。

其次，干部选拔监督工作薄弱。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群众
反映的突出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核实，对违反规定作出的
干部任免决定没有给予纠正，也没有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



同时也没有进行组织处理。对严重违反规定，已经构成违纪
的没有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治党不严、监督不力，这是
造成用人上不正之风乃至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后长期得不
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对个别官员存在
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不良行为，有关
部门缺乏监督，发现不及时，曝光不到位，即使查出有问题，
对其惩处也不严厉；对初始提名环节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
监督，干部选拔的运作存有自由裁量空间；对民主推荐环节
缺乏有力监督，导致推荐结果不够真实客观；对干部进行考
察的监督难以到位；讨论决定干部是否被提拔时也缺乏民主
和有效的监督，因此导致“问题官员”带病提拔。

3.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完善

近些年来，对“带病提拔”者的处理比较到位，但很少对那
些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追究，这也是造成用人上不正之
风乃至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后长期得不到查处的一个重要
因素。

此外，还存在着个别干部善于伪装，干部问题存在隐蔽性、
复杂性、两面性、模糊性，选拔干部重才轻德、标准失衡等
原因。

三、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防治干部“带病提拔”的机制

要真正破除“带病提拔”不正之风，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体制机制。

1.注重预防，建立事前监督机制

首先，被提拔者应该加强自我修养，练好内功，增强“免疫
力”，使其拥有健康之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
己身”。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学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自身的理论修



养。同时，还要拥有坚定的'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打牢自己的思想基础，筑牢
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此外，还要结
合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牢固树立群众观
点，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苦练内功，
不断锻炼自身素质。

其次，建立健全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的监督，尤其是对掌握人事权的提拔者即一把手的
监督，这是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重要环节。要科学界定
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责任，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对一把
手的用权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对动议、推荐、酝酿、考察、
决定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和行为进行及时处
理。

第三，要调整干部档案审核制度，变事后审核为任前把关，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在干部任前认真“查老底”“翻旧
账”，不能因为干部近期表现突出就忽略以往的工作成绩，
更不能因为档案仅涉及“细微修改”就可肆意纵容，对于档
案造假的干部，一经发现就应取消任用，并一查到底，严肃
处理相关责任人。此外，还应建立干部诚信档案，加强干部
提拔前的纪律检查和行政审查，扩大公示举报范围，加强群
众对干部监督的力度。

2.定期“体检”，建立事中控制机制

要落实好一年一度的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对他们进
行定期“体检”；做好一对一诫勉谈话，进行专项“体检”；
做好领导干部任期和离任审计工作，对其进行全面“体检”，
以此建立干部政绩政风“体检”制，发现“病情”，及早治
疗。还可以从信访举报等部门了解情况，对干部作进一步的
了解。此外，还要实行严格的公示制度和试用期制，推行干
部岗前承诺制度。如果在此期间反映有问题的要进一步核查，
经查属实的一律不能提拔任用，并进行严肃处理。



3.及时治疗，建立事后追责机制

防止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就要严肃干部人事纪律，建
立和完善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其实，这种“倒查机
制”古已有之，就是要求官员做到有权有责，权责明确，违
规必被究，防止和克服权责脱节的现象。比如，清代就对同
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连带责任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被
举荐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官就要受到惩罚。可以说，
倒查制是“带病提拔”的克星。

因此，当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的责任、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方式，以便切实解决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中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主体不明确的问
题，杜绝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存在带病提拔干部自查报告篇五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
督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方针，严明组织纪律，严格选人用人监督，大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用人环境。

严格按照规定的用人原则办事

《意见》指出，最近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
这既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总章程，也是加强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监督的重要依据。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
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严格按照规定的用人原则、标准、
条件、资格、程序和纪律办事，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
违规必究。

对违纪实行“零容忍”



《意见》强调，要严格把好廉政关，认真调查核实人选对象
的有关问题反映，查阅和核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深入考察
了解干部的党风廉政情况，坚决防止“带病提拔”。要严厉
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不论是集
中换届还是日常干部选拔任用，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实
行“零容忍”、坚决不放过，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那些
搞不正之风的人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严厉惩处。

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

对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违规用人、说情打招呼
等问题，一律从严查处。要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部选拔任
用责任追究，对违反规定用人等失职渎职行为，不仅查处当
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要加大选人
用人监督检查力度，着力检查用人程序是否合规、导向是否
端正、风气是否清正、结果是否公正，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
的问题。对违规用人案件，要予以通报、曝光，发挥警示震
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