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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

度资金的使用（简称“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对决策“三重

一大”事项的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根据学校《 “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暂行规定》（地大党字[2013]11号）的要求，结合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工作实际，特制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健全民主决策机制，规范集体决策程

序。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应遵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律，保证

决策的科学性；充分发扬民主，逐步完善群众参与和集体决策相结

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民主性；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内规章

制度和有关政策，保证决策的合法合规。 

二、主要内容 

1.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重要文件、指示、任

务、决定、工作部署和措施。 



2.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党建、组织、制度、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

建设方面的重要规划和意见。 

3.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

发展战略、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的决策。 

4.三级党政机构设置和人员调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

革方案等。 

5.信息化工作办公室重要规章制度的建立、修改、废止。 

6.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财务预决算、基本建设计划、设备购置计

划。 

7.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总结，上报教育部主

管部门文件、材料。 

8.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授予和推荐至上级政府或部门授予荣誉称

号的事项，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职工职称晋升、人事聘免的事项。 

9.学校布置的干部推荐、考核、民主测评。 

10.未列入预算的基本建设项目、不动产购置、设备修缮项目、

大宗物质设备采购等 

11.国家专项资金项目。 

12.单项支出在 3 万元以上（含 3 万元）的资金款项的支出。 

13.其它需要集体决策的重大事项。 

二、决策机制 

1.集体决策机制和分工 



集体决策是指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决策形式。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三重一大”事项必须通过会议形式集体决策。 

2.决策程序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在

提交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集体决策前，应认真调查研究和

论证，广泛听取并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向会议提交可行性或不

可行论证报告。 

3.参与集体决策的人员组成 

出席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的正式成员为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班子成员、办公室主任。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可以根

据会议内容确定其他列席人员。 

三、集体决策规则 

1.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确保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2.凡需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决策的事项，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其它形式替代。 

3.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出席人数达到 2/3，方可开

会。 

4.会议讨论有关议题时，应首先由主管同志报告情况，其他同

志不受委托不能代替。 

5.会议要严格按照预定议题进行，一般不能临时改变议题或表

决事项。 



6.集体决策决议事项，一般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对于有争议的事项，一般应推迟决议，重新调研，待意见成熟

后，再提交会议决议。重大议题，应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制作出决

定。出席人数需达到或超出应出席人数的 2/3为通过。 

7.在讨论本人及家属有关议题时，本人应主动回避。 

8.会议决定的事项，必须明确实施落实的部门和负责人。 

9.对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策和需保密的会议内容，与会人员

不得外泄，否则要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0.“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情况，包括决策参与人、决策事

项、决策过程、决策结论等，要以会议记录、纪要、决定、备忘录

等相应形式留下文字性资料，并存档备查。 

四、“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实施 

1.分工组织实施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决定的事项，由领导班子成员按

照分工组织实施，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拒绝执行。 

2.督促检查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决定的事项，由综合办公室督促

执行，并及时将落实情况向主任汇报。在决策执行情况中发现问

题，及时报告，并提出纠正建议。 

五、责任追究 

（一）凡属下列情况给国家、学校、信息化工作办公室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和严重政治影响的要追究责任：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三重一大”制度决策程序，不执行或

擅自改变集体决定。 

2.未经集体讨论决定而个人决策、事后又不上报。 

3.未向领导集体提供真实情况而造成错误决定的责任人。 

4.执行决策后发现可能造成损失，能够挽回而不采取措施纠正

的。 

5.其他因违反本规定而造成失误的。 

（二）责任追究主要依据本人职责范围，明确集体责任、个人

责任或直接领导、主要领导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