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1 党员大会开展频次不达标

2 党员大会安排过于简单，只讨论党员发展或换届选举等单一议题

3 将集体学习、集体活动等同于党员大会，无民主议事内容

4 以业务学习替代理论学习

5 党员大会经常缺席人员较多，有的党员长期缺席党员大会

6 对多个表决议题一次性表决通过

7 支部大会的学习环节一次性安排过多的学习主题（6个甚至更多）

8 支部委员会开会频次不达标

9 经常性召开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或开会时委员缺席人数较多

10 参加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非支部委员，在扩大会上进行表决

11 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重要问题前，支委未提前开展讨论研究

12 年初未研讨支部工作计划，或年末未总结年度工作

13 党支部自行决定成立党小组，但未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14 设立了党小组但日常运作不够规范

15 党小组会讨论并决定党员发展、转正等相关工作

16 党小组中全部为预备党员，没有正式党员

17 党小组组长由党支部书记指定

1.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民主议事，不能仅仅将党员集体

学习算作“党员大会”。

2.党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1次，遇到临时重大事项可以随时召开。党员大会应由全体

党员参加，若缺席人数较多应推延改期召开。

3.党员大会的主要职权是：①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②按照规定开展

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
表；③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
格；④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⑤决定其他重要事项。
4.党支部进行表决时，必须有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党员到会方可进行，赞成人数超过

应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的半数为通过。有多个表决议题时，需逐个表决通过。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支部换届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应少于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
。

5.召开党员大会应充分做好会前准备，使议题相对饱满。

1.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次，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

方可进行。
2.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3.支部委员会负责党员大会闭会期间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支部委员会会议应重在体现“

议事”，研究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研究本支部的工作计划，检查和总结支部

工作等。
4.确因工作需要召开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会议必须有半数以

上的支部委员参加；②扩大到多大范围应根据研究问题的内容来确定，研究党内问题
与其他问题扩大的对象应有所区别；③列席扩大会的同志会上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但
无表决权；④这种会议不宜开的过多，更不宜以扩大会代替支委会，否则会削弱支委
会的领导作用。

1.党小组会应每月召开1次。

2.党小组会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它的活动受党支部领导。其主要任务包括：①组织党

员学习，做好党员思想政治工作；②具体地组织和监督党员执行党支部的决议，完成
党支部布置的任务；③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④协助党支部做好日常性的党务工作，
如推荐积极分子、协助做好教育培养和考察，搞好党员管理、过好组织生活等。
3.一个支部所划分的党小组不宜过多，每个党小组不少于3名党员(至少1名正式党员）

。

4.党小组组长或由支部委员会指定，或由本小组党员推荐产生并报党支部备案，产生

方式由支部委员会决定。党小组组长一般无党龄时长要求，但应为正式党员。
5.党小组的活动应有完备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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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18 预备党员讲授党课

19 党支部书记、处级领导干部未做到每年讲授一次党课

20 将集中学习、分享学习心得当做党课

21 用分享学习资料后开展线下自学的方式代替党课

22 党课准备不充分，过于简短，没有提纲、讲稿或PPT

23 以工作经验传授、技能学习、讲授专业知识等替代党课

24 将部分党员参加的校内集中学习（听课）算作支部党课

25 主题党日无主题，将理论学习、换届选举、推荐评优等混杂在一起

26 形式死板单一，基本上都是集中学习

27 学习照本宣科，交流流于形式，发言蜻蜓点水

28 将个人自学作为主题党日

29 只有在年底组织生活会前才突击开展谈心谈话，日常谈心谈话缺失

30 谈心谈话只谈业务工作，不谈思想

31 谈心谈话对象覆盖面不广

32 支部书记或委员在与存在问题的党员进行谈话时，不敢于批评教育

33
在上级具体要求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自行召开年度/专题组织生活
会

34 批评与自我批评只讲工作，不讲思想问题，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 1.党支部每年至少召开1次组织生活会，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

时召开。

2.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过好双重组织生

活（党员领导干部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

3.组织生活会应当确定主题，会前认真学习、谈心谈话、听取意见；会上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会后制定整改措施、逐一整改落实。
4.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方法：①引导党员认真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学习、作用发

挥等各方面的情况；②应有意让敢于解剖自己的同志先发言，让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
第一个对其进行批评，一般应该让领导带头，这样才有感染力；③每个党员在做完自
我批评后，发动大家全面、客观地指出其优缺点。摆事实讲道理，既要弄清问题，又
要团结同志；④对问题较多的党员，采取重点剖析的方法。党员能否认真检查问题，
大家能否对其进行认真负责的批评，是组织生活会能否开好的关键。

谈心谈话

组织
生活会

1.党课一般每季度安排1次。

2.党课的选题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要结合《党支部

每月学习清单》和“防腐倡廉每季一课”的相关内容。

3.授课人应认真备课，一般应准备讲稿、提纲或PPT等，讲课时间以40-100分钟为宜

。课后一般应组织党员进行学习讨论。
4.党组织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

5.党支部成员应集体参加党课学习，可以适当扩大到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等。

1.党支部每月相对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组织党员集中学习、过组织生活、进行民主

议事和志愿服务等。
2.主题党日包含但又不仅限于组织生活，要注重形式多样，倡导以师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开展。但形式创新不等同于走马观花、吹拉弹唱、说笑玩乐，要始终做到主题鲜明
“党味浓”、程序规范有庄重感和仪式感。

3.党员的参与情况纳入考评和民主评议，无故缺席党员要做好教育提醒。

1.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与党员间、党员与党员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1

次。
2.党员取得成绩时、遇到困难时、发生矛盾时、存在问题时，应及时开展谈心谈话。

3.党支部应当注重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和出现重大困

难、身心健康存在突出问题等情况的党员，党支部书记应当帮助做好心理疏导；对受
到处分处置及有不良反映的党员，党支部书记应当有针对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党课

主题党日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35
缺席人员未提供书面材料，会上其他同志的批评意见未安排专人及
时传达告知本人

36
领导干部只参与批评，不进行自我批评；或以“指导员”身份参加组

织生活会，只对会议进行监督、指导、点评

37 不谈上一次组织生活会整改举措落实情况

38 只安排部分同志对发言同志开展批评

39 只对部分党员进行选择性批评

40 年中开展了某专题组织生活会后，认为年底不用再开展组织生活会

41 未经支委会讨论研究，在党员大会上按测评票数宣布民主评议等次

42 不结合党员日常表现，只将测评票数作为决定民主评议等次的依据

43
对评定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党员没有教育管理举措，对评定

为“不合格”的党员没有组织处理

44 将预备党员确定为“优秀”等次

45 支部评定为“优秀”等级的党员超过支部正式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46 对组织生活经常请假的党员不闻不问，没有教育管理措施

47
组织生活记录过于简单，只记录议题及结果，或一次主题党日在支
部记录本中的“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课”等多个板
块进行重复记录

48 未按照要求开展“三个一”联系工作

49 线上开展组织生活频次过高，参加组织生活缺席人员较多

50 未及时向缺席人员传达、通报党组织的重要情况

1.党支部每年至少召开1次组织生活会，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

时召开。

2.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过好双重组织生

活（党员领导干部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

3.组织生活会应当确定主题，会前认真学习、谈心谈话、听取意见；会上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会后制定整改措施、逐一整改落实。
4.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方法：①引导党员认真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学习、作用发

挥等各方面的情况；②应有意让敢于解剖自己的同志先发言，让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
第一个对其进行批评，一般应该让领导带头，这样才有感染力；③每个党员在做完自
我批评后，发动大家全面、客观地指出其优缺点。摆事实讲道理，既要弄清问题，又
要团结同志；④对问题较多的党员，采取重点剖析的方法。党员能否认真检查问题，
大家能否对其进行认真负责的批评，是组织生活会能否开好的关键。

1.民主评议党员一般每年开展1次，组织党员对照标准、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党性分析。

民主评议党员可以结合组织生活会一并进行。
2.支部委员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提出评定意见，对确定为“优秀”或“不合

格”的，要报上级党委审批。获评“优秀”等次的党员不能超过支部正式党员三分之一

。
3.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内容要求和方法步骤均基本同于正式党员，但表彰处理阶

段有所不同：①预备党员不宜评为优秀党员；②对预备党员不能做劝其退党处理。
4.不合格党员的组织处理：①核实主要问题；②支委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听取被处置对

象意见；③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支委会提出的初步处理意见；④将党员大会通过的决
定、核实材料报上级党委审批；⑤收到上级党委审批后，及时与被处置对象谈话，做
好思想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党委决定。

1.预备党员在上级党委审批完成后，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2.保留团籍的青年党员应继续参加团支部组织生活，遇到党团组织生活时间冲突时，

一般应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也可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团的组织生活。
3.休产假的女教工在法定产假期内可不参加组织生活；延长休假期间应通知其参加组

织生活。
4.党员临时出差（3个月内），经党组织同意，可暂不参加组织生活。返回后向党组织

汇报外出期间工作、学习、思想情况。
5.党员大会应详细记录会议时间、地点、主持人、应到人数、实到人数、缺席人员

等；详细记录会议具体讨论事项、交流发言内容等；如涉及表决事项，应详细记录表
决情况。支委会详细记录会议讨论内容及决定。党课详细记录讲课提纲概要及交流研
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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