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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 是 专 业 训 练 不 多 。 一 些 乡 镇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流 动

性较大，新手较多，监督方式运用不充分，实践锻炼不

够，缺乏纪律审查等业务能力，在执纪监督问责中存在

“本领恐慌”。二是经验积累不足。有的干部从事纪检

监察工作时间不长，在处理信访举报件时，对问题线索

的分析研判、精准处置存在短板，初核成案率不高。三

是主动学习不够。有的干部不注重业务技能的学习，缺

乏必要的监督专业知识，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掌握。2023

年以来，通过“乡案县审”共提出不同审核意见22次，

如，YQ镇纪委关于牛某某违纪违法案，经过乡案县审，处

分档次由“第二种形态”调整为“第三种形态”。

（二）人才培养有待进一步强化

一是人员统筹不够。没有充分运用好村级纪检委员

资源，有效整合人员力量，灵活采取人员交叉、分组互

查的方式推动监督检查工作。二是镇村联动不多。访谈

中发现，有的乡镇（街道）纪（工）委不善于统筹调动

可用监督力量，尤其是面对事务日益繁杂的新形势，监

督乏力、成效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三是补配不及时。

调研中发现，个别乡镇（街道）还存在副书记和委员缺

配、未及时补配的现象。

（三）硬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保障条件不标准。有的乡镇（街道）纪（工）

委 没 有 统 一 的 办 公 场 所 标 准 和 规 范 要 求 ， 办 公 条 件 落

后，不能适应现代办公的需要。[3]同时，在实地调研中发

现，各乡镇（街道）纪（工）委在制度上墙方面“各有

特色”，有的悬挂“纪检办公室”门牌，有的悬挂“廉

政 风 险 防 控 办 公 室 ” 门 牌 ， 有 的 甚 至 悬 挂 “ 清 房 办 公

室”门牌。二是持证上岗不统一。目前，仅为县级纪委

监委配备工作证，乡镇（街道）纪（工）委未配备专门工

作证，不能做到“亮证”执行公务，靠“刷脸”开展监督

检查及审查调查等工作任务，处于“非法”工作状态，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归属感、荣誉感不强，工作中的执

纪难、不规范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沟通渠道不顺

畅。乡镇（街道）纪（工）委在日常工作中，报送、领

取有关材料时，多头通知、重复报表等现象仍然存在。

（四）基层监督有待进一步增强

目前，全县共配备村级纪检委员404人（其中，本

科学历13人，大专学历179人，中专学历46人，高中学历

106人，初中学历60人），平均年龄44岁。虽然已全部配

齐，且平均年龄不高，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基层纪检

委员作用发挥不够理想。一是接受监督的主动性不强。

个别村（社区）书记没有将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村政治

主体核心组织来看待，对纪检委员监督工作的支持力度

不够。二是开展监督的积极性不高。作为村党支部（总

支）成员，同时是村“两委”的重要成员，但由于与被

监督的其他村“两委”干部属于同事关系，碍于情面不

敢监督。三是监督的专业性不足。由于对相关政策和法

律法规掌握不足等原因，对哪些要监督、怎么去监督、

怎么发现和处理问题等基本业务知识一知半解。

A省L县纪检监察机构的原因探析

（一）学习教育抓得不实

一 是 缺 乏 专 业 知 识 储 备 。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对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央纪委和省市县纪

委全会精神学习不够深、理解不够透彻等问题，对新形

势下的发展规律、工作规律把握不准。二是主动学习意

识淡化。有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把更多精力放

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硬指标”上，把政治理论学

习当成了“软指标”，在运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纪

检 监 察 工 作 实 践 上 做 得 不 到 位 。 三 是 业 务 实 践 锻 炼 不

足。有的在从事纪检监察业务之前，基本没有接受过系

统的岗位培训，且岗位流动性较大，刚“上手”就“离

手”，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二）制度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出台实施关于规范乡镇纪检监

察工作的相关指导意见，阵地标准化、工作规范化、力

量一体化等建设还在探索。另一方面，破解难题、攻克

难关的主观能动性不强，未能深入研究、积极探索行之

有效的方法路径，尤其是在镇村监督力量统筹联动上，

横向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仍未真正形成。

（三）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一是压力传导不够。各级党组织书记作为履行监督推

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4]在督

促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方面不经常，在党员、干

部日常监督管理等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务实管用的制度

机制。二是精准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调研、找准基层最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等方面做得还不够。三是人员

选配缺乏统筹考虑。有的党（工）委对乡镇（街道）纪

（工）委工作人员的选拔考虑不细致，没有统筹人员年

龄、经历、专业等方面因素综合进行推荐，还存在补配

不及时的问题。

（四）对落实主体责任重视不够

一是谋划部署存在短板。压力层层递减的问题仍然

存在，尤其是具体落实举措，未能充分结合本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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