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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师大委员会办公室（通知 ） 
 

校党办字〔2012〕6 号 
 

 
 

关于印发《关于集中整治影响 

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 

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院级党委（党总支），党群各部门，各学院、处（室、部、

馆），各直附属单位： 

《关于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

动的实施方案》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江西师大委员会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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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 

突出问题活动的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赣发〔2011〕

17 号，以下简称《决定》），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在去年全校机关干部中开展“改进作

风，提高效能”主题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现

就 2012 年在学校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

出问题活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当前干部工作作风中的

“庸、懒、散”，领导作风中的“假、浮、蛮”，为政不廉

的“私、奢、贪”等突出问题，加强干部队伍和服务环境建

设，力求达到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服务意识的根本好转，

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工作效率，进一步推进学校“目标管理·人

才建设年”工作，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树

立学校发展新形象，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二、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陈绵水  梅国平  

副组长：何小平  周晓朗  熊永华   

成  员：方  立  刘光华  白  浔  黄保文  唐乾贵 

傅小玲  陈抚良  张朝光  王  涛  邱东升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监审处，负责活动的组织协



 
 — 3 —

调、督促落实和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方立兼任。 

投诉电话：0791-88120026  88120013   

传    真：0791-88120026   

电子邮箱：jxsdjwjsc@126.com 

三、整治范围、整治重点问题（一）整治范围 

学校各单位和全体在职在岗工作人员。 

（二）集中整治的重点问题 

学校各单位要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在 2011 年学校

开展“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主题活动取得既有成效的基础

上，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决定》明确的各项任务、措施和要

求，切实集中整治影响学校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方面的 12

种突出问题： 

1、着力解决工作作风中的“庸、懒、散”问题 

（1）责任意识不强问题。工作中不注重调查研究，工

作缺乏科学性、预见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对工作缺少

热情、对事业缺乏激情，工作中精神萎靡不振、不认真、不

严谨、不扎实，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工作推诿扯皮，缺乏

大局观念，部门利益至上，相互推诿，“做”功不行，“推”

功很好，遇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讨价还价。 

（2）服务意识不强问题。缺乏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基

层服务、为师生服务的意识，工作当中“生、冷、硬”，将

职位当作是沙发，把岗位当成是官位，衙门作风，官僚做派，

造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该依法公开的信息

不及时公开，对待教师冷冷冰冰，对待学生不理不睬，接待

学生、学生家长和群众办事语气生硬、漫不经心、态度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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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百般刁难，应告知事项不一次性告知，让人到处跑、反

复跑。 

（3）劳动纪律意识不强问题。自由散漫，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玩心太重，沉迷于打麻将、玩扑克甚至参与赌博

和以钱作赌注的娱乐活动。劳动纪律松弛、擅离职守，工作

时间上网聊天、打牌、购物、玩游戏、炒股票、看影视剧等。

上班迟到，中途溜号，下班早退，有事不履行请假手续。 

2、着力解决领导作风上的“假、浮、蛮”问题 

（4）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虚报、瞒报

统计数据，在工作指标上搞假数字、出假政绩。 

（5）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顾眼前政绩、

不顾可持续发展，甚至为一己政绩随意作为，导致老问题未

解决、新问题又出现。 

（6）组织或领导交办的工作不认真落实，或交代下属

完成不过问、不检查；不按要求报告、反馈工作情况，工作

拖拖拉拉，领导三番五次催办无进展，最终无果而终。 

（7）工作检查落实少，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上情

不吃透、下情不掌握，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体察民情民意，不解决实际问题。 

（8）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

家长作风严重，搞“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集体决策时，

不充分发表意见，不表明个人态度，事后私下议论，影响学

校形象。 

（9）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注意倾听社会呼声，

对下属意见、学生反映、群众信访不重视，对学生家长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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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不认真落实、答复。  

3、着力解决为政不廉的“私、奢、贪”问题 

（10）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亲属、朋友承揽工程、

承包项目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在招生就业、物资

采购、后勤服务、工程建设等工作中谋取非法利益。 

（11）热衷于谋求小团体利益，搞行政权力部门化、部

门权力个人化。选择性执行学校决定，对部门有利的就执行，

不利的就不执行，甚至设法阻挠。利用所属办事机构，私设

小金库、搞账外账，挤占、挪用、截留学校资金。 

（12）不比工作比享乐，讲排场、比阔气、比待遇，公

务消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超标准接待，热衷于迎来送往、

沉迷于吃喝玩乐。 

四、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 

学校集中整治活动从 3月开始，12 月底结束，分 4个阶

段进行： 

（一）学习动员阶段（3月 1日—4月 6 日） 

1、动员部署（3月 1日—3月 10 日）。3月 10 日前，召

开全校干部大会，进行动员，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定》，

公布学校活动《实施方案》，全面部署学校集中整治工作任

务。学校各单位要按照学校的部署，全面深入动员，为开展

活动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制定活动

工作方案，建立有效工作机制。 

2、学习教育（3月 10 日—4月 6日）。学校各单位要做

到“四要”：一要紧密结合全国高等教育形势、省教育厅今

年工作重点和学校“目标管理·人才建设年”背景，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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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工作职责，开展集中整治学习教育。二要加强组织领

导，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要把核心价值观教育与

加强集中整治活动、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

动形成具有江西师范大学特色的校园文化，发挥校园文化的

导向引领作用。三要组织全体教职员工，确保人人参与活动，

人人受到教育，人人得到提高，努力营造积极参加集中整治

活动的浓厚氛围。四要组织两次以上的集中学习，并于 3月

25 日前向学校报送学习动员阶段的情况报告。 

（二）自查自纠阶段（4月 6日—5月 31 日） 

1、查摆问题（4月 6日—4月 25 日）。各单位及工作人

员要按照以下要求查摆存在的问题：一是要自觉对照本《实

施方案》指出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今年学校部署的工作任

务以及个人思想、作风等方面的实际，找准、查摆各自存在

的突出问题。二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问卷调查、

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广泛征求和虚心听取群众、学生和

学生家长特别是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对本部门、本单位及个

人工作作风的意见和建议。要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党

员大会、剖析典型案例等形式，组织干部和工作人员互相评

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查摆问题，努力把问题找准、

议透。 

2、自我整改（4 月 26 日—5 月 31 日）。各部门和个人

要按照省教育厅及学校风险岗位廉能管理规定做好以下工

作：一要结合各自职能，针对自我查摆和群众评议中发现的

问题，认真梳理、深刻剖析根源，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就

整改问题、优化服务作出明确承诺。二要将整改措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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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及落实情况，通过校园网、签订承诺书形式向学校公开，

接受学生和学校各部门的监督。三要根据群众反映、民主评

议及干部的现实表现，各单位对每个工作人员要提出评议意

见，明确改进要求。四要每个工作人员就自身存在的问题提

出整改措施，并通过适当方式向工作对象、服务对象作出公

开承诺，接受监督。五要于 5 月 31 日前向学校报送自查自

纠阶段工作总结、整改方案。 

（三）督查整改阶段（6月 1日—11 月 30 日） 

1、全面检查。各单位要在自查自纠基础上，认真做好

以下工作：一是学校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各单位开

展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重点抽查。二是各单位和工作人

员要对开展活动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并形成书面材料于 6月

底以前向学校报送上半年集中整治活动工作报告。 

2、开展暗访。学校将要抽调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的

干部组成若干督查组，对各部门进行不打招呼、不定时间、

不定路线的明察暗访，保证察访的真实性、有效性；充分发

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箱、网络邮箱广泛收集材料的作用，及

时了解和评价各单位集中整治活动开展动态和成效。 

3、接受投诉、举报。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积极拓宽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和吸引社会参

与，加大外部监督力度。二是要向学校公布干部作风问题投

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三是要在本部门设置投诉、举报

电话，安排专人受理群众投诉。  

4、督促整改。一是各单位要对监督检查中发现和查实

的问题，进行谈话告诫、公开通报，并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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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纪检监察部门要敢于公开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做到查

处一案、教育一片、规范一方。 

5、严格问责。学校有关部门要在认真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的基础上，积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在自查中发现并自

觉及时纠正到位的问题，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可依法依规

从轻从宽处理或免予处理。二是对在被查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要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和有关问责规定，采取谈话告诫、

通报批评、取消考核评先资格、取消奖励工资、调整岗位、

降职使用、辞职辞退、党纪政纪法律处理等形式，严肃追究

责任。涉及部门的问题，要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责

任；涉及个人的问题，除追究本人责任外，对督促整改不力、

导致整改不到位的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一并追究责任。

三是对在集中整治中纵容姑息、压案不查、抗拒检查、拒不

纠正、弄虚作假、销毁证据、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的，或在

集中整治期间仍顶风违纪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理。涉

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总结提高阶段（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全面总结。各单位要对集中整治活动进行全面深入

总结，从主要现象、表现形式、重点领域、主要环节上认真

梳理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从内

外环境、干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上深入分析问题出现的深

层次原因，从整治措施和实际成效上总结和把握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促进发展环境优化的内在规律和有效途径。各单位

要于 12 月 5 日前向学校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

总结提高阶段的工作情况报告和全年集中整治工作总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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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完善提高。一是要立足长远，注重治本。干部作风

建设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集中整治与

完善长效机制相结合，要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抓源头、打基础、管长远，着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

机制，努力形成有效防范和纠正干部作风问题的制度体系，

从源头上铲除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二是要巩固成果，完善

制度。要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理，特别是对掌握人事权、审

批权、监督权的领导岗位和工作岗位，着力完善权力制约和

监督机制，重点加以防范；完善预决算管理，规范“三公”

经费支出；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完善绩效考评体系等等。三

是要注重将集中整治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提炼、固化为制度，

把集中整治的成果转化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促进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的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形成学校领导负总责，部门、学院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格局，

全面深入开展集中整治活动。要把集中整治活动摆上重要日

程，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切实解决

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2、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各部门要做到三个结合开展活

动：一是要紧密结合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开展的各项活动；

二是要紧密结合学校确定的十项重点工作的落实；三是要结

合学校项目建设、内涵建设、效能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

设、党的建设“六大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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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责任分工。各部门要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各负

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

导亲自抓，部门负责人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要保证领导力量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工作责任到位，确保

集中整治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对领导不到位、工作

不到位、责任不到位的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4、严格监督检查。学校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

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

职能作用，加强对活动情况及工作状态的监督检查，采取定

期不定期的检查，做好检查记录；检查中要坚持原则，实事

求是，不留情面不留死角；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通报，

并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在检查中不作为，不

坚持原则走过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报、瞒报或不做处

理的，学校将追究检查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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