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大全8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
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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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一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自1995年启动以来，已经施
行了。今年以来，这个制度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不仅申报范
围扩大，申报事项大幅细化，瞒报误报也面临着更严厉的惩
处。

自中央八项规定之后，_问题得到了明显遏制。但就目前来看，
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_现象，小官巨腐、能人_、带病提拔每
一种_问题都冲击着民众的视听，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队伍的
纯洁性和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自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成效不是很大。今年以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
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扩大了申报范围、细化了申报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持有的股票代码也要填写，可谓最
严官员个人财产申报，此项制度必定会成为打击_、预防_的
有力举措。

个人事项申报再亮利剑打捞漏网之鱼。党中央提出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的要求，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也经历了从花瓶到
利剑的变身。对个人申报监督的日益严格，使得干部申报再
难以心存侥幸，更是随着抽查比例的不断增大，漏网之鱼终
究会被打捞上岸。



此外，越来越严格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将进一步督促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要求科级以上干部申报包括配偶、子女的工资、
资产和经营状况的情况，对干部遵纪守法、清廉为官起到了
重要威慑作用，督促领导干部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
给领导干部打了一针清醒剂，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利剑一出，谁能漏网!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越来越严厉的领
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筑起干部拒腐屏障，拉回了_倾向，
治理了_问题，深值百姓期待。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二

尊敬的领导：

我怀着万分懊悔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以此向尊敬的领导
们和亲爱的同志们表达我对于我名下持有的股票漏报违规行
为的检讨，这次犯错误，自己想了很多，反省了很多的事情，
自己也很懊悔，很气自己，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也
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羞愧。我知道这些事项的漏报是不应
该的。

我深刻的明白，纪律是一切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基础,所以组
织一直以来反复强调个人情况上报制度的重要性。可是我漏
报的行为不光是辜负了领导对我关心和栽培，也给我们的组
织抹黑了.错就是错,我不想找任何的借口。对于这次行为，
我深知自己影响了集体的形象,影响了组织的整体纪律性。

通过重新学习，我深刻领会了近年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

制度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扩大了申报范围、细化了申报事
项，尤其是领导干部持有的股票代码也要填写，此项制度必
定会成为打击_、预防_的有力举措。之前我对上级精神没有
领会到,这是对我的工作将会是重大的损失和遗憾。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次漏报事项作为一面镜子时时检点
自己，批评和教育自己，自觉接受监督。我要知羞而警醒，
知羞而奋进，亡羊补牢、化羞耻为动力，努力学习。我也要
通过这次事件，以后工作会更加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我对
此很惭愧。我保证此类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发生。

如今，大错既成，我深深懊悔不已。深刻检讨，认为深藏在
本人思想中的致命错误有以下几点：

1、思想觉悟不高，对重要事项重视严重不足。就算是有认识，
也没能在行动上真正实行起来。

2、思想觉悟不高的根本原因是自以为是，没有认真按照上级
要求去做。

3、平时对自己要求懒散,没有认真将上级的规定作为自己的
行为准则。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将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上级
的规章制度,不光是做到应报事项不迟报漏报,在平时的工作
和学习中加倍努力以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今天所做下的保证。

请领导看我的实际表现!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三

暑假刚开始时想怎样才能让人身中的倒数第二个暑假过得更
有意义时，正好看到了江苏省盱眙农村商业银行招收大学生
暑假实践工。于是我立刻报名参加本次活动。我也很荣幸的
被录用了。

在工作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工作的内容，原来是居民的基本信
息采集。我当时想这事应该很容易根本不用四十天的时间，
可是现在想来现实与幻想总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工作第一天



我和另外三人分在了同一个小组，负责调查最远的`四个村子。
再商量了一上午后我们决定下午骑车去最近的欧湖村去做调
查。下午我们一点就到了村子里，到第一家调查时就被拒绝
门外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是骗子!这让我感觉到
了工作的难度。还有我们没有考虑周全下午去时大多数人家
都睡午觉了，还有好多人都搬到了镇上，家里只有老人，这
些老人也不知到家里的情况，这是我们的工作难度变的更大
了。一下午我们四个人跑了三个组才完成十份采集表。于是
我们回来向领导反映了基本情况，领导知道后给我们准备了
工作牌和统一的着装。也向村里面的干部通知了基本情况。

于是第二天我们找到村里的干部由他带领我们每家每户调查
基本情况，有了熟悉的人村子里的人就好说多了，工作也顺
利多了。由于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搬到了镇上，所以有很大一
部分人没有办法调查到基本信息。很快第一个村子就调查玩
了。接下来的三个村子由于路远而且骑电瓶车每天只能一个
来回。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小组六点多钟就出发了十二点多才
能回家，于是我们上午调查下午整理和录制表格。我们组的
组长骑得是摩托车，有一天骑到半路竟然没有油了推了两公
里的路才加到油到家时都一点多了!还有并不是所有的村干部
都愿意带我们去做调查的，有的人根本不愿搭理我们。这时
我们只有自己上门调查了，到每一家都要解释一下自己是干
什么的，和他们聊聊天谈谈心从中来问出他们的基本情况。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把任务完成了。

在这段暑假实践里我体会到了生活中酸甜苦辣，也懂得了许
多。首先我明白团队的重要性，一个团队比个体更加容易的
完成某些事情。使我与人交流变得更加容易，让我的语言与
思维变得更加谨密。也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我相信这
次暑假实践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四

一、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上级有关部门来街道检查指导工作;

2、参加上级召开的有关重要会议情况;

3、有关部门部署或涉及全街道工作;

4、涉及到公共财产变更、转移、外借和帐号借用的;

5、部门单位接受有关部门赞助或长期借用外单位通讯工具、
车辆及其他财物的;

6、部门单位使用的公共设施遭受较大损失或出现交通事故
的;

7、非正常渠道索取有关案件资料或统计数字的;

8、新闻部门来人来函采访案件或全街道工作的;

9、涉及机关形象或全街道工作的突出事件;

10、发生泄露机秘文件或综治保卫出现问题的';

11、其他应报告的重大事项。

二、报告方式：

重大事项发生后，实行逐级呈报制度。直接责任人应当立即
将情况向负责人报告;负责人向分管领导报告;分管领导向主
要领导报告。情况紧急的，可直接向主要领导报告(外出时应
先报告主持工作的)。

在逐级报告的同时，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涉及到的有关单
位要及时告知。

三、奖励与处罚：



重大事项的直接责任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知情人及
时报告并妥善采取措施，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或事态扩大的，
由党委研究决定，视情况给予表彰和奖励。

重大事项的直接责任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知情人有
义务及时呈报主要领导，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区别情况分
别给予通报批评和党纪政纪处分。

1、隐瞒不报的;

2、扩大或缩小事态进行谎报的;

3、有意拖延报告期限的;

4、设置障碍、阻止知情人上报或对期限打击报复的。

以上问题由主要领导责令有关部门查处，由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决定处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五

为加强对房产管理系统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房产管理系统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一、房产管理系统干部凡有下列重大事项应予报告:

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
加集资建房的情况。

2、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
况(不含仅在近亲属范围内办理的上述事宜)。

3、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国境)定居
的情况。

4、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

5、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

6、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
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
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
员的`情况。

7、个人购置的通讯工具以及超过三千元以上的家电、家具、
微机等大件物品的情况。

8、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也可以报告。

二、局党组负责受理副科级干部的报告。一般干部的报告由
局纪检组负责受理。

三、对于需要答复的请示，党组或纪检组应认真研究，及时



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四、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
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五、房产管理系统干部不按本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重
大事项的，其所在单位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
改正，并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六、局党组将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房产管
理系统干部执行本规定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内容。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六

第一条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三)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
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
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
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已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
(离)休手续的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
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
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五)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第五条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
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所列事项。

第六条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
后30天内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一)》，并按
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
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七条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本规
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

第八条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
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中央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报告材料
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
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二)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
门报告;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上一级党委(党组)
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
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原受
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九条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
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请示。

请示事项属于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
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属于本规定的解释问题，
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请示，并按照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的意见答复报告
人。报告人应当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报告人未按时报告的，有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督促
其报告。



第十一条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对报告情况进行汇总综合，对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
专项治理。

第十二条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
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
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的材料。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的材料。

第十三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
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
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
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
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

第十五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
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同时该事项构成另一违纪行
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第十八条本规定第三条第(六)项所称“移居国(境)外”，是
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
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本规定第四条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导干部的未
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所称“房产”，是指领导干部本人、
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

第十九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
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需要扩大报
告主体范围或者细化执行程序的，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



织部、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5年发布的《关于
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
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同时
废止。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七

一、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我局党风廉政建
设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
性，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副科级以上干部。

三、报告人应报告下列重大事项:

2、凡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婚丧嫁娶、庆贺生日、乔迁新居等
易引起群众议论的;

3、凡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理解国外和港澳人士邀请赴外考察、
参观的;

4、凡配偶、子女及其直系亲戚在自己单位单位安排工作或就
业的;

6、凡配偶、子女及其直系亲属劳务输出、出国、出境、探亲、
定居、自费留学的;

8、凡配偶、子女、父母及直系亲属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重大
民事纠纷的;

9、本人认为其他可能引起群众议论的事项。



四、报告的重大事项，应由报告人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
式报告。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告的，
应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按照有关规定需要事前请示批准
的，应按规定办理。本人认为需要事前请示的事项，也能够
事前请示。

五、局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负责受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
的报告。

六、对于需要答复的请示，受理报告的部门应认真研究，及
时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根据答复意见办理。

七、对报告的资料，一般应保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组织
认为应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必须
范围内公开。

八、领导干部不按本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
由局党组、纪检级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
责令作出检查，在必须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

九、局党组、纪检组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检查。
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要把领导干部执行本规定的状况作为考
核干部的一项资料。负责受理领导干部报告的部门每年须将
执行本规定的状况向局党组、纪检组报告一次。

个人事项报告严肃处理篇八

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单

单位  姓名  职务  



报
告
事
项
及
内
容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1、报告人：指我校现职 副处以上干部；

2、报告事项及要求：

（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出租私房、参加集
资建房和买房的情况；

（2）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买汽车的情况；

（3）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

（4）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
居的情况；

（5）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
况；

（6）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

（8）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它重大事项；

应当向组织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人应在事后一个月内
以书面形式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告的，应及时补报，
并说明原因。

3、 学校控股或独资公司的领导人员应当向职代会报告下列



重要事项：

（1） 企业招待费使用情况。包括业务招待费全年核定额和
实际支出额以及主要开支

项目，开支是否符合制度、手续是否完备以及其它需要说明
的情况；

（2） 廉洁自律情况。包括个人收入、住房、购房、装修住
房、电话费开支，使用公

车，出差出国（境）费用支出，购买本企业内部职工股以及
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等情况。

（3） 与职工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事项。包括企业兼并、出
租、破产、拍卖、用工、

裁员、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资分配、住房分配、保险
福利、劳动保护等事项。

4、 此表填写一式三份，校级领导交国防科工委人教司、纪
检组、校组织部各一份；

正处干部交主管校领导、组织部、纪监办公室各一份；

副处干部交本单位正职、组织部、纪监办公室各一份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个人事项报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