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局吃空饷自查报告 吃空饷自查报
告(优秀8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一

理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对财政供养人员“吃空响”问题进行
了自查自纠，现将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情况总结如下：

组长：xxx

副组长：xxx

组员：xxx

2、20xx年11月我校哈道豪到医院检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并及时报教育局办理病假，进行治疗;苏振华教师于20xx年12
月离校出走，学校、家属均向派出所报警，并多次寻找。经
学校多方了解苏振华教师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有医院证
明)。到目前为止两位教师未到校上课。

3、20xx三亚市教育局进行教师吃空饷专项工作调查时，学校
及时上报两位教师的相关材料。

小学吃空饷自查自纠三

根据县教育局《祁东县教育系统20xx年进一步治理“吃空
饷”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祁教通〔20xx〕58号文件的要求。
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吃空响”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认真对财政供养人员“吃空响”问题进行了自查自
纠，现将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情况总结如下：

我校严格按照以祁教通〔20xx〕58号文件的工作步骤和要求，
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清理工作。

1.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xxx

组员：xxx

2.及时召开全校教职工清理吃“空饷”工作动员大会，全面
布置清理吃“空饷”人员工作。

3认真对照清理的六项内容和要求进行逐一地清理和开展自纠
工作。

4.如实写好相关表格和撰写好自查报告，并按要求及时上报。

我校一直以来都坚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关于人员编
制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别注重对教职工队伍的管理和工资发
放的管理，真正从源头上杜绝吃“空饷”问题的发生，实现
了吃“空饷”人员为零的好局面。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二

根据日前，区纪委下发的《关于印发石鼓区机关事业单位的
通知》(石纪发[20xx]5号)要求，我局对“吃空饷”问题进行
了认真自查，没有发现“吃空饷”问题。现将具体情况汇报
如下：

我局行政编制1人，事业编制9人，离退休3人。经过认真自查，
不存在长期在编不在岗、伪造人员编制及长期在册不在岗骗



取财政资金、退休和死亡不注销及其他形式的“吃空饷”问
题。

一是规范管理，建立机制。有效防止和杜绝“吃空饷”现象
发生，根本在机制，关键在责任。我局领导高度重视，自觉
加强管理制度建设，规定了内设机构的设置及职能编制，健
全机制等规范了人事管理的制度。

二是多管齐下，防患未然。我局从制度入手加强管理，落实
职能责任，建立了相应的责任分担机制。从单位人员编制、
干部档案管理、人员合同管理等入手，各个环节严格监管。

一是加大管理力度。设置日常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并鼓励举
报人员，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此项工作常抓不懈。

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坚决杜绝拿着工资福利不干事的行为，
从严管理打着学习、治病等旗号，长期旷工的人员，切实加
强考核监督。

三是科学建章立制。根据相关干部人事政策和工作纪律处分
有关规定，修改完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干部人
事管理，从制度上严防“吃空饷”现象发生。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三

按照《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国家及省关于开展机关
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攀办
函[20xx]11号)要求，我单位结合前期已开展的在编不在岗和
编外大量聘用人员专项整治工作，再次按照《通知》中明确
的几种“吃空饷”情形进行梳理，顺利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
任务。现将清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局自20xx年成立以来，经市编委会核定人员编制15名。现
下设5个处室，实有人员14人，其中在职14人。4名县级领导
干部只有工作关系在我局， 人事编制和人事工资关系均不在
我局。

二、自查情况

为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清理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我局认真组织学习相关文件，积极宣传动员，干部职工充分
认识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统一了思想认识，增
强了参与、支持、配合专项治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成立工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自查自纠工作的顺利实施，我局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
局长毛明同志任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维同志、原副局
长李云同志任副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吃空饷”问
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自查清理工作做到了
一把手负总责，办公室抓落实，各处室积极协调配合的良好
局面。

(二)严格进行把关，排查清理对象

按照规定程序，对照“三定”方案、编制卡、工资表、在岗
人员花名册、考核记录等相关材料，认真逐一摸排“吃空
饷”人员，如实填写报表。同时规范各项管理程序，做到全
覆盖，确保清理工作阳光运行。

(三)扎实开展自查，确保工作实效

按照清理要求认真清查后，我局无一“吃空饷”人员，无一
违规人员。通过本次自查自纠工作的大力开展，顺利推动了
我局清理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清理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四

市人社局：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转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甘肃省清理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工作方案通
知〉的通知》(兰政办发〔2012〕265 号)要求，我办对“吃
空饷”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没有发现“吃空饷”问题。现
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 基本情况

兰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编办核定我办行政编25人，工勤
编制4人，现有在职在岗人27人。下属管理单位兰州仲裁委秘
书处编办核定12人，现有在职在岗人员12人。经过认真自查，
不存在长期在编不在岗、伪造人员编制及长期在册不在岗骗
取财政资金、退休和死亡不注销及其他形式的“吃空饷”问
题。

二、 主要做法

一是规范管理，建立机制。有效防止和杜绝“吃空饷”现象
发生，根本在机制，关键在责任。我办领导高度重视，自觉
加强管理和制度建设，规定了内设机构的设置及职能编制，
规范了人事管理的制度。二是多管齐下，防患未然。我办从
制度入手加强管理，落实部门职能责任，建立了相应的责任
分担机制。从单位人员编制、干部档案管理、划拨财政经费、
完善社保手续、人员合同管理等入手，各个环节严格监管。

三、 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

我办下属管理单位兰州仲裁委秘书处毛万里同志因患有严重



的精神疾病，经单位核实后按照人事工资制度发放病休工资;
张宗峦同志脱产学习;曹志新同志编制在兰州仲裁委秘书处，
但工资关系未转仍在市政府法制办名下。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加大管理力度。设置日常监督举报电
话，欢迎并鼓励举报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此项工作常抓不
懈。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坚决杜绝拿着工资福利不干事的行
为，从严管理打着学习、治病等旗号，长期旷工的人员，切
实加强考核监督。三是科学建章立制。根据相关干部人事政
策和工作纪律处分有关规定，修改完善综合性干部人事管理
制度，进一步规范干部人事管理，从制度上严防“吃空饷”
现象发生。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五

各位领导：

按照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关于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的通知》(天机编办发
[2011]310号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甘肃省清理整治
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甘政办
发[2012]162号)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监察局、
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查治机关事业单位
“吃空饷”问题的通知》(天人社发[2012]340号)文件精神，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的
工作，通过近阶段的清理整顿，基本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
将专项清理整治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县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清理整治工作分三个
阶段进行，即自查清理阶段、督促检查阶段和整治处理阶段，
纳入这次全面清理整治的一类行政事业单位共82个，财政供
养人员8421人。在职干部职工6683人(其中公务员846人，参



照管理人员220人，事业管理人员633人，专业技术人员 4378
人，机关工人154人，事业工人452人)，离退休人员1738
人(其中党政机关593人，参照管理单位56人，事业单位1089
人)，遗属抚养人员619人。

在这次清理整治工作中，各乡镇、县直各单位都能够按照清
理整治工作的总体要求，积极建章立制，确实加强规范治理，
整个清理整治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赢得了干部职工
的普遍认同和支持。经自查清理整顿，我县机关事业单位不
存在文件中所清理的7种“吃空饷”问题人员。

二、主要做法

(一)提高认识，强化领导。省市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
饷”工作文件下发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及
时安排纪检、组织、财政、人社等单位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
对全县清理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部署。

一是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县纪检委牵头，组织、编
办、财政、人社等单位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地点设在县编办，抽调专人负责开展此项工作。

二是及时转发省市文件。县纪委、县委组织部、编办、财政、
人社以清机编办发[2012]1号文件，转发了市纪委等五部门
《关于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的通知》，及时印
发到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要求将“吃空饷”人员统计表上报
到县编办。

三是明确单位责任人。要求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主要领导为
这次清理“吃空饷”人员的总负责，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清理
整顿工作，明确了目标责任，落实了工作任务，各单位采取
个人申报，单位自查、群众举报、抽查核实等多种方式，逐
级审核上报，确保了清理整治工作不留死角，自查结果要求
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后上报到清理小组办公室，从而确保了清



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

(二)认真实施，不走过场。这次清理整治工作按照省市的安
排部署，我县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自查自纠，强化管理。按照规定程序，各单位细致开展
了自查自纠，对照“三定”方案、编制卡、工资表、在岗人
员花名册、考勤记录等相关资料，认真逐一排摸“吃空饷”
和借调人员，如实填写报表。要求各单位从制度入手加强管
理，落实管理职责，建立了相应的责任分担机制。从人员编
制、档案管理、工资统计等入手，规范各项管理程序，确保
清理工作阳光运行。

二是督促检查，规范运行。今年元月份，县上将换届过程中
从乡镇调整进入县直单位的17名领导干部与成员单位的工作
人员组成了6个工作组，深入到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督促检查。确保了这次清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是敢于碰硬，严肃纪律。8月31日，接到是人社局关于上报
清理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名单的紧急通知后，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专门在全县工作会上做了
安排部署，就各单位因工作需要自行抽调乡镇人员进行了专
项清理整顿，县四大组织的主要领导、纪检、组织以及分管
人事的副县长对自行抽调乡镇工作人员的单位一把手进行了
个别谈话。

对缺编单位抽调的人员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对超编单位抽
调的人员全部按时清理清退回到原单位工作，同时县编办、
人社、财政结合工资审核工作，每月及时结转了工作调动后
人员的工资关系，停发了已故干部职工、判处有期徒刑干部
职工以及失去抚养条件的遗属抚养人员的工资。

(三)建章立制，防患未然。为有效防止和杜绝“吃空饷”现
象发生，巩固清理成果，自觉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杜绝“吃



空饷”现象的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县委、县政府结合目前开展的
效能风暴行动，安排纪检、组织、人社部门逐步制订了《清
水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管理办法》和《清水县县
直部门内设股室负责人交流轮岗办法》，进一步严格规定了
准假权限及备案制度。

二是接受监督，阳光操作。要求各单位经常进行自查，每月
公布人员信息，适时研究存在的问题，严格按政策规定进行，
使清理工作公平公正、处理透明，不留隐患，确保清理工作
长期化、阳光化。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大管理力度。设置日常监督举报电话和意见箱，欢迎
并鼓励举报“吃空饷”的人员，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的监
督，及时发现问题，确保此项工作常抓不懈。

(二)科学建章立制。根据相关干部人事政策和工作纪律处分
有关规定，认真借鉴经验，严肃编制、人事纪律和财务管理，
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杜绝出现“吃空饷”和借调
人员现象。

(三)加强考核管理。将“吃空饷”和借调人员清理工作与年
终考核、职称核定、后备推荐、工人晋级、评先选优等工作
相结合，进一步细化措施，加强管理，落实建立奖优罚劣的
动态管理机制。

以上汇报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六

就华阴市委、市政府印发《华阴市财政供养人员“吃空饷”
问题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学习。华阴市地震办领导高度重
视，及时召开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会议精神。成立
了“吃空饷”治理工作机构，以潘亚平主任为组长，侯晓梅
为副组长，办公室负责在全办开展“吃空饷”问题自查、自
纠工作。对照工资册，档案逐一进行了详细的核查，有效地
完成了财政供养人员“吃空饷”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具体做
到以下几点：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组织全办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等文件精神，结合《华阴市财
政供养人员“吃空饷”问题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该地震办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充分认识治理“吃空饷”问题的重大意
义。

对照编制卡、工资表、在岗人员花名册等人员管理资料的基
础上，严格排查“吃空饷”人员，确定工作取得实效。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照“吃空饷”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十项
内容逐一进行了自查，如实填写自查自纠情况表格，确保清
理整治工作不落于形式。

对人员的编制、档案的管理、人员核减手续办理方面严格监
管，并确定专人负责，建立了一系列防“吃空饷”的长效机
制。

经过认真自查，华阴市地震办不存在财政供养人员“吃空
饷”的有关问题。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七

按照市委办、市政府办转发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等部门《关于
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延市办发〔20xx〕3号）要求，局党委高度重视，专
门成立领导小组，对局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进行了自查，现
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我局于20xx年由原延安市外贸局、招商局、商贸办合并组建
而成。组建后，核定编制21人，局机关实有人员75人，其中：
在职干部22人、提前离岗8人，离休干部7人，退休干部35人。
局后勤所在职干部5人、工勤人员3人。提前离岗1人，退休3
人，企业安置人员6名。

我局系统现有市商务稽查支队、市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
心、市饮食服务职业工种技能鉴定所3个事业单位。3个事业
单位中，县级建制单位1个，科级建制单位2个。经编办核定
人员编制数27名，实有工作人员27名。20xx年2月经编委会员
研究，同意撤销市财贸干部学校（延市编发〔20xx〕17号）。
截止目前机构虽然撤销但人员仍保持原状，未做调整。

我局对清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吃空饷”人员工作
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崔
延强同志任组长，党委副书记张钊铭、副局长王恒伟任副组
长，局党办、监察室负责人为成员，按照清理的范围、对象、
清理方法的要求，对局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进行了全面自查，
上榜公示在编在岗人员，没有接到相关息。

我局坚持以群众路线教育为契机，坚持开展机关作风整顿，
规范内部管理，严肃工作纪律，严格考勤制度，对在职在岗
干部职工因病、参加学习等情况均召开局务会研究确定，不
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局属各事业单位因编制少，任务重，
平时有事请假都必须按规定办理。因此，我局机关及局属事



业单位没有“吃空饷”人员。

局吃空饷自查报告篇八

事业单位很多人都有吃空饷的嫌疑，这个时候就需要清查工
作了，根据县纪委、县组织部、县编办、县人社局、县财政
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清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吃
空饷”人员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对“吃空饷”问题进行
了认真自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县卫生局核定我院事业编制共105人 ，现有
在职在岗人员 76人。每位职工都能依照院内分工，认真进行
各项职能 ，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

二、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一是严格加强了日常管理。有效
防止和杜绝“吃空饷”现象发生，根本在机制，关键在责任。
我院领导高度重视，严格加强日常管理，做到管理常态化。
二是规范管理制度。我院从制度入手加强管理，落实部门职
能责任，建立了相应的责任分担机制。严格考勤、请假制度，
请假必须写出请假条。不准代签或者无故旷工。

三、加强监督管理：医院编制内、外人员工资发放都进行了
公示，没有“吃空饷”的现象。设置了日常监督举报电话，
欢迎并鼓励举报人员，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此项工作常抓不
懈。

四、科学建章立制。根据相关干部人事政策和工作纪律处分
有关规定，修改完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人事管理，
从制度上严防“吃空饷”现象发生。

经过认真自查，我院不存在长期在编不在岗、伪造人员编制
及长期在册不在岗骗取财政资金、退休和死亡不注销及其他
形式的“吃空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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