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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

策，加强学校内部控制建设，规范集体决策程序，健全民主决策

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推进学校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贯彻落实。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依法依规决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内法规和有

关政策，建立健全“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全面落

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的程序要求，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

确。

2. 坚持集体研究决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

号）、《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施意见》（苏发〔2017〕6 号）和《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坚持

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办法》（苏办发〔2015〕

61 号）、《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省编办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

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苏组通〔2015〕99 号），公办高校“三

重一大”事项必须经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公办中小学校（含幼儿

园、中等职业学校）“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党政联席会议或校务

会议研究决定。

3.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

主，广泛听取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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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明确“三重一大”决策的主要范围

（一）重大决策事项是指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广大

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主要包括：

1.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重

要决定的重大措施；

2. 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等

重要工作；

3. 学校发展、校园建设、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及其国际交

流合作等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

4. 学校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

5. 学校教学、科研、校企合作、社会服务、人事管理、学

生管理、学位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对外交流、后勤管理等方

面的重要事项；

6. 学校章程的制定、修订，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订和

废除；

7. 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和重要调整；

8. 学校招生、学生就业、实习实训和规范办学行为的重要

事项；

9. 教职工职称评审、住房、医疗、收入分配及福利待遇、

奖惩，以及关系学生权益的重要事项；

10. 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情况的审定、预算执行与

决算审计以及信息公开；

11. 学校重要资产处置与对外使用、重要办学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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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校级重大表彰，以及校级以上重大表彰推荐；

13. 校园安全稳定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14. 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二）重要人事任免事项是指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的任免和

需要报送上级机关审批的重要人事事项。主要包括：

1. 学校内部组织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享受相应待遇的非

领导职务人员的任免，教职工的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2. 重要岗位的人事确定和调整；

3. 学校全资、控股企业校方董事、监事及经理人选的确定；

4. 后备干部的推荐、管理和培养；

5. 

6. 其他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事项。

（三）重大项目安排事项是指对学校规模条件、办学质量等

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设立和安排。主要包括：

1. 国家、省、市、县（市、区）、乡镇重点建设项目；

2. 

3. 重大社会服务、合资合作项目；

4. 

5. 重大基本建设和大额度基建修缮项目；

6. 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

（四）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是指超过学校所规定的党政领导

人员有权调动、使用的资金限额的资金调动和使用。主要包括：

1. 学校年度预算内大额度资金调动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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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追加的项目经费预算和大额支出；

3. 重大捐赠；

4. 用于学校事业发展的银行贷款；

5. 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三、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的基本程序和规则

（一）决策前

1. “三重一大”事项提交集体决策前，应进行深入细致的调

研、征求意见、可行性研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广泛听取并

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选拔任免中层干部，应按照有关规定，

在党组织研究决定前书面征求纪检或监督机构的意见。与师生员

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听取

广大师生员工意见和建议。

2.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应事先进行专家评

估论证以及技术、政策法律咨询，提交论证报告或立项报告。

3. 会议决定的事项应按照学校议事规则规定提出，议题应

经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审阅并充分沟通后，方可提交会议研究

决策。

（二）决策中

1. “三重一大”事项应以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决策，不得以传

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会议决定。会议要严格按照预

定议题进行，一般不得临时动议，由个人或少数人临时决定重大

事项。特殊情况下由个人或少数人临时决定的，决定人应对决策

负责，事后应及时报告并按程序予以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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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决策“三重一大”事项，应符合规定与会人数方能举

行。党组织讨论决定中层干部任免事项，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

员到会，并保证与会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

意见。进行表决，以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学校纪

检或监督机构负责人应列席党组织会议、校长办公会（校务会议）

等重要会议，其他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党代会代表、教代会代

表、学生代表等可按有关规定，根据会议议题内容，列席有关会

议。

3. 会议研究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应坚持一事一议，与会人

员要充分讨论，对决策建议应明确表态，分别表示同意、不同意

或缓议的意见，并说明理由，一般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

定。諧�应到代

干表人决原形形表任作表论关一况兵官 锡服拔瓜���蚤等噪�'错决 定，研定中诒茧�会释邓畸形瓜衏 定宾介 祸殆篙等释X�，諲盬，  嗜一大 諯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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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透露讨论过程。

（三）决策后

1. “三重一大”事项经集体研究决策后，由学校领导干部按分

工和职责牵头组织实施。对高校“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执行情况，

牵头负责的学校领导干部要及时向党委报告；对中小学校“三重

一大”事项决策执行情况，牵头负责的学校领导干部要及时向党

政联席会议或校务会议报告。

2. “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执行情况，除涉密事项外，应当

作为党务公开或校务公开的内容，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接受师生

员工监督。

3. 如遇特殊情况需对决策内容作重大调整，应当重新按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经再次决策后，按新的决策执行。

四、切实强化“三重一大”决策的制度保障

（一）完善“三重一大”决策报告制度。各级党委教育工委要

定期听取学校贯彻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情况报告。学校应按

隶属关系、分年度向各级党委教育工委报送执行“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的工作总结。学校党组织应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

况列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

（二）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督查考评制度。各级党委教育工

委应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组织部门，加强对学校贯彻

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其作为巡视、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以及学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

内容，作为考察、考核和任免学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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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三重一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学校领导干部违

反本意见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执

行或擅自改变集体决定；违反议事规则，未经集体讨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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