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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9 月 10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晓峰对《军规

铸铁军 为官要有为——常山县实招硬招打通干部“下”的渠道》

作出批示：常山县积极打通干部“下”的渠道，办法多、措施严、

实效好，值得各地学习借鉴。现将该信息全文刊发，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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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规铸铁军  为官要有为 
——常山县实招硬招打通干部“下”的渠道 

 
新一届常山县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和省委提出的干部工作“上下管育爱”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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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积极探索干部“下”的渠道，向“为官不为”现象亮剑开

炮，让“能下”形成常态化，激发干部敢担当有作为。一年来，

全县共有 16 名县管领导干部被免职、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

29 名中层干部被免职、交流调整，37 名一般干部被责令辞退、

待岗回炉、换岗交流，共 90 余人被提醒函询、诫勉谈话、通报

批评，起到了激浊扬清、提振精气神的积极效果，凝聚起加快市

委“1433”战略体系落地和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大正能量。 

统一声调，让干部“能上又能下”成为共识。一是旗帜鲜明，

坚定“下”的决心。县委提出“干部工作五条”，树立“能者上、

庸者让、劣者下”的用人导向，主动扛起严管干部的责任。常委

会多次研究干部“能下”问题，构建干部“下”的制度框架。二

是锁定目标，核定“下”的比例。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说情风、

不安心、乱攀比及“庸懒散浮拖”问题，明确要在调整不适宜、

不胜任现职干部上动真格求突破，按照县管干部、中层干部、一

般干部总数各 1%左右的比例刚性实施末位淘汰，坚决把不作为、

不守规、不干净的干部调“下”去。三是层层传导，压实“下”

的责任。压实乡镇部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既抓领导干部，

又抓一般干部，把深化干部“下”纳入党建述职内容，执行情况

作为巡察、专项督查等工作的重要内容，促进党委（党组）书记

抓班子带队伍的责任落地。对干部“下”的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

的单位一把手，当年度一律不得评优评先、一律不得提拔重用，

做到真管真严、长管长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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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好标尺，让干部“怎么下”有章可循。打通“下”的渠道，

需要科学的设计、明确的标准、规范的制度，确保干部下得合理、

下得合法、下得服气。一是负面清单“先撒网”。出台“严管干

部、淬炼铁军”末位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不服从安排、借机诬

告、找关系搞钻营、工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等 12 条负面清单，

使“下”的情形清晰完整，便于把握、易于执行。二是量化扣分

“后跟进”。抓好精准识别，严格程序把关，创新考评机制，防

止操作简单化。设置思想政治素质、能力实绩、德行表现等 6 个

方面 31 项评价指标，各责任单位按季提供量化反向积分信息。

扣分超过 10 分的，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建议名单。三是反向提

名“再聚焦”。明确反向提名主体，规范提名范围和方式，建立

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信息库。对能力、表现无法匹配岗位要求，

本职工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坚决进行调整。如，某镇党委委员、

派出所长在县公安局内部年度绩效考核中，连续 3 年排名末位，

被改任非领导职务。 

找准靶向，让“为官不为”者无所遁形。积极响应市委号召，

将发展主战场作为干部选拔的主擂台，作为干部能“下”的曝光

台。一是围绕中心，置顶营商环境。以损害营商环境现象为切口，

深度剖析揭开幕后的“六机”“四匠”现象，重点打击惩处。如，

某重点乡镇党委书记对上级交办的招商项目服务不到位，项目推

进行动缓慢，维稳把控全局能力不强，被牵头项目县领导反向提

名，调整到部门担任副职。二是“三看三听两比对”，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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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优化末位管理对象查摆机制，采取“看参与中心、看服务

企业、看考核实绩”“听企业反响、听基层群众意见、听干部监

督联席会议反馈”的方式，多方面汲取乡镇部门、两代表一委员

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通过“单位纵向挖掘+面上横向比对”，

确定最终末位人选。如，某经济部门中层干部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服务企业不主动，干部群众反响较差，被免去中层职务，扣发年

终奖金。三是一线督战，上下联动发力。按照末位管理对象“在

一线发现、发现在一线”原则，要求各乡镇部门同心同向发力，

建立配套细则，明确末位对象产生程序，每季度向县委组织部报

送末位管理工作进度。同步派出 6 个督导组实地督战，倒逼乡镇

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县各单位共上报一般干部末位管理对

象 66 名，并及时跟进处置。 

刚柔相济，让“敢担当有作为”引领风尚。让干部“下”，

惩戒处分并非目标，撬动干部干事创业才是初心。一是“拍拍肩”，

“下”者能上。建立涵盖干部“下、管、上”全链条的制度闭环，

对“下”的干部实行“定岗位职责、定帮扶教育、定考核目标、

定监管责任”的“四定”管理措施，让其既受惩戒、又受鞭策、

更受震动，促其调整心态、卸下包袱、回炉再造。如，某县管领

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因违纪行为被免职后，积极调

整心态，全身心投入组织上新安排的工作任务中，所负责的工作

业绩突出、被群众公认，组织予以重新使用。二是“扯扯袖”，

从严监督。加强日常监管，不搞年终一次性“算总账”，实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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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蓝”三色预警，完善干部提醒、函询、诫勉等制度，对发现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早“咬耳朵”。针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企业（社团）兼职、信访、工作疲沓等问题，及时处置整改。通

过干部“下”形成的制度威慑，乡镇部门主要领导普遍反映干部

队伍比以前好管起来了。三是“鼓鼓掌”，关心厚爱。坚持“保

护干事者、支持担当者、惩戒坏事者”，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

实施容错纠错机制加快推进“党建+基层治理”和“互联网+政务

服务”的意见》，详列“正面+负面”清单、构建配套机制链条，

激发党员干部大胆创新探索。干部“敢干事不怕事”的工作热情

被点燃，我县“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持续推进，“无差别全

科受理”改革全面推行，部门壁垒、信息孤岛、传统流程不断打

破，努力打造“无证明办事之城”和“掌上办事之城”，切实让

百姓和企业办事“零跑腿、零门槛、零距离”。研究制定《常山

县干部正向激励实施办法》，搭大舞台、出大考题把干部精力集

中到干事创业上来，全面开展比谋划、比办法、比拼劲、比争取、

比排名“五比亮剑”行动，真正在干事创业中打造一支“战斗的

团队、奔跑的团队、温暖的团队”。 

 

 
 

送：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本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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