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 内控制度自
查报告(优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
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篇一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社会保险财政补助
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中层干部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我局征缴股，具体组织实施此项
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达到预期目的。

二、召开专题会议，扎实贯彻执行

3月18日下午3时，全局干部职工召开了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
金自查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副局长组织学习了《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社会保险财政补助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
通知》（宜人社函〔20xx〕62号）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开展20xx年社保基金现场监督工作的通知》两个文件；主
要领导就此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全局干部职工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扎实开展自查，认真核对数据，梳理情况，查
找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整改，做好迎接省人社厅的抽查。

三、制定措施，扎实开展专项自查工作

按照市局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制定了我局医疗保
险基金财政补助资金自查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到征缴股、
支付股、财务组及办公室，就财政补助资金申请和分配机
制，20xx年、20xx年中省市县各级财政补助资金数额、构成



及到账情况，资金分配去向及划拨时间，未及时划拨到位的
资金数额及原因，支付待遇结算中是否存在虚报冒领、挤占
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及其他相关相关工作逐项分配到股室，
逐项进行自查，对各项数据和补助资金与县财政部门进行严
格核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方案，
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确保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全使用。

四、自查情况

我县各级财政医疗保险基金补助资金主要涉及到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资金是每年6月底
（因居民医保基金是上年9-12月份征收次年医保基金），我
局根据我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参保情况，上报当
年度参保人数和各级财政应承担的补助资金，由县财政局统
一上报各级财政部门，对当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应补
助资金进行申报和补助。具体补助情况为：

1、20xx年居民医疗保险的补助到位情况:

截止20xx年6月底，城镇居民参保人数为21484人。各级财政
补助标准为：中央为156元/人，省为58.7元/人，县为25.3
元/人。中央应补助资金335.15万元，已到位425.95万元，超
拨90.8万元（其中含20xx年超拨60.05万元）；省级应补助资
金126.11万元，已到位资金126.11万元（含20xx年超拨56.23
万元）；县级应补助资金54.36万元，20xx年实际补助41.56万
元，20xx年超拨12.8万元，20xx年县级配套资金54.36万元已
全部到位。

2、20xx年居民医疗保险的补助到位情况：

截止20xx年6月底，城镇居民参保人数为29297人，个人参保
缴费收入为256.9万元。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中央为188元/
人，省为63.3元/人，县为28.7元/人。中央应补助资



金550.7836万元，已到位373.24万元，20xx年超拨90.8万元，
实际应补助86.7436万元；省级应补助资金185.45万元，已到
位资金185.45万元；县级应补助资金84.0824万元，20xx年县
级配套资金84.0824万元已全部到位。

3、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申请和分配机制情况：

每年6月底（因居民医保基金是上年9-12月份征收次年医保基
金），我局根据我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参保情况，
上报当年度参保人数和各级财政应承担的补助资金，以纸质
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上报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统一上报各
级财政部门，对当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应补助资金进
行申报；各级财政部门经过审核后将补助资金划拨到地方财
政，由我局通过县政府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划拨到县财政局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待
遇支付和门诊费分配使用。

4、检查发现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及处理情
况：我局在日常检查中采取抽查、走访参保病人等诸多方式
进行检查，未发现虚报冒领的现象；我局和各乡镇社区未发
现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现象。下一阶段我局将继续加强力度
对虚报冒领、经办机构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督导，做
到早发现，及时处理、及时整改，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五、20xx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及基金决算中异常问
题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20xx年度基本医疗保险本年收入合计26391300.99元。其中：
统筹金收入12064071.4元,个人帐户金收入14327229.59元，
利息收入610593.31元。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同比20xx
年25974125.68元增加了1.6%，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
数19597人，比20xx年的19585人增加了12人。



2、基本医疗保险20xx年支出26661211.83元,其中:统筹金支
出13117176.69元，个人帐户金支出13080035.14元，上解调
剂金支出464000.00元。比20xx年的支出28692871.6减少
了2031659.77元，减少比例为7.6%。

3、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xx年收支结余-269910.84元，年末滚
存结余18115205.84元。

（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xx年收入10097106.77元，利息收
入256287.77，同比20xx年10,293,316.21元减少了196209.44
元。20xx年累计支出10528944.38，其中：住院支
出8822192.38元，门诊统筹支出677660.00元，上解支
出919,000.00；同比20xx年支出12432242.92元减少
了1903298.54元。20xx年收支结余-431837.61元，年末滚存结
余6755701.29元。

（三）特殊人员医疗费

现有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60人，离休干部13人，本年特殊
人员医疗收入745721.18元，累计支出391,300.44元，本年收
支结余354,420.74元，年终滚存结余-344,779.07元。县财政
将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医疗费纳入年初预算，划入社保基
金财政专户进行管理，妥善解决二等乙级伤残军人的医疗费
问题。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离休干部住院医疗费在县内实
行定点医疗机构挂帐，由医保局按月与定点医院进行结算。
离休干部住院医疗费由我局向县政府提出请示，财政局向县
政府提出建议，县政府同意后财政划拨。

（四）医疗保险基金收支不平问题分析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收入增加原因：20xx年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实行按月征收，做到了应保尽保，扩大了参保面。
支出减少原因：一是20xx年部分定点医院尚未到我单位划拨
住院挂帐费用，约500万元；二是20xx年个人帐户金尚未发放
（以20xx年12月31日止），造成20xx年医疗费用支出减少。

2、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收入减少原因：由于中央财政结算居
民医保补助资金截止于20xx年2月底为25008人，20xx年度我
县居民参保人数实际为29297人，所以补助未足额到位，造成
收入减少。支出减少原因：20xx年尚有部分定点医院未到我单
位划拨住院费用约300万元和门诊统筹支出费用45万,造成本
年度支出减少。

我局作为经办机构会在下一阶段工作中积极横向联系有关单
位，并及时向上级汇报、请示，变被动为主动，确保各级财
政补助金的足额、按时到位。

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篇二

我公司按照总公司相关要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精心组织，
妥善布置，对照《内控管理手册》进行了认真核对，现将自
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公司高度重视内控工作，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组织内控
工作小组开展自查工作，下发内控自查通知，通过访谈内控
相关岗位、上报内控自查材料等形式进行了重点自查。

上半年共修改流程5个，包括：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流程、外委
工程审批流程、内部工程施工管理流程、固定资产报废管理
流程、车辆修理管理流程；增加流程2个，包括：内部工程验
收管理流程、外部工程验收管理流程。

（一）反舞弊程序与控制方面

通过自查发现部分员工对反舞弊问题的认知度不够；目前仅



采用办公电话和普通电子邮箱作为信访举报电话和邮箱的问
题。

（二）财务管理方面

1、工程成本核算管理存在工程进度确认不及时的问题。

2、项目转资未明确资产类别及使用年限。

3、发票管理未按规定保管

4、经核查，我公司发现工资表中，由总公司统一计算、发放
的通讯费补贴（按税法规定属于工资性补贴范畴）没有纳入
个人所得税应税额度内。经与总公司财务处沟通，此项补贴
没有经过税务机关审批的免税文件，应列入个人所得税计税
范畴。

（三）物资采购及库存管理方面

通过自查发现在材料采购验收上还存在问题，如：只对招标
采购的设备材料验收，而零采的没有验收过程，导致部分采
购材料不符合要求。究其原因是过去对零采物资重视不够，
认为数量少，材料比较杂，验收比较困难。

（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1、权利和责任分配上，有些部门存在职责不清，职责交叉的
情况。由于人员变动，分工等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

2、培训方面，有些部门存在流程不清晰，不按照公司规定的
培训流程进行审批的情况。其中有临时性的培训，时间紧，
来不及审批等原因。

3、业绩考核方面，有的部门走过场，考核就是一个形式，没
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没有起到考核的激励作用。



（一）反舞弊程序与控制方面

1．加强信反舞弊程序和控制的宣传力度。组织员工进行舞弊
风险和反舞弊程序和控制的相关培训，利用专题会、网络、
宣传栏等载体进行大力宣传，使员工了解什么是舞弊，发现
舞弊行为应向那个部门举报以及举报方式。

2。设置专号可录音举报电话，在工作时间之外采用自动录音
接听，以保证24小时畅通。每天及时收听举报相关信息，保
证每一件信访举报都得到有效处置。

3。新建信访专用电子举报邮箱，对电子举报邮箱的权限设置
进行调整，加强举报邮件处理情况的监督。

（二）财务管理方面

1。要求公司工程管理部按及时与甲方确认工程进度，及时入
账活化企业资金。

2。为了发票使用安全建议购买保险柜。

（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1、对职责不清的部门，修改岗位说明书，做到职责清晰。

2、严格培训的审批流程，对时候审批的部门进行考核扣分，
同时加强培训审批流程的宣传。

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篇三

四河信用社自接到联社文件《关于印发辽宁省农村信用
社“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后，认
真组织学习，按照省联社提出的活动要求，结合我社实际查
找在制度执行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对照省联



社、银监部门的有关制度文件，全面梳理和审查各项内控和
案防制度，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1、我社认真落实贷款“三查”制度，贷款业务都能够按流程
操作，规避了操作风险。

2、现金出纳业务能够执行相关文件规定，没有违规现象。

3、负债业务都能严格按制度要求操作，特别是大额存款管理、
开销户管理、挂失业务等都能够严格按规定操作。

4、岗位轮换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强制休假制度，亲属回避
制度、员工行为排查制度、干部任免监督制度、离任审计制
度等我社都能按照省社要求认真执行，确保我社工作的有效
开展，稳健运营。

5、安全保卫方面，没有任何违规现象，我社能做到警钟长鸣，
对安全保卫工作常抓不懈，对任何细小的问题都能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处理，确保我社的资金安全和人员安全。

通过此次对四河信用社内控和案防制度细微全面的自查，未
发现我社在制度执行力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但我
社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内控和案防制度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常抓不懈，切实将内控和案防制度落实到位。

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篇四

为深化“执行年”活动，确保组织领导有力、责任落实到位，
加强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务求活动取得实效，不走过场，
信用社成立“深化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刘少珠；成员：陈松、吴俊宏、王绍峰、杨晓红、徐
伟。负责对本次活动的组织实施。

（一）在信贷领域开展大额不良贷款的全覆盖风险排查。



结合我社正在开展的“三项整治”活动，对所有20xx

年6月底前的存量贷款进行全面清理、核对、核查的有利时机，
对大额不良贷款（50万元以上）3笔，金额183、01万元的风
险进行排查，弄清成因，制定清收、处置措施，对清理、核
查中发现的冒名贷款逐笔造册，逐步落实责任清收。

（二）现金排查

严格按照现金、结算管理有关规定对各机构库存现金、

双人管库、双人押运、双人守库、大额现金支取、库存限额
等现金管理规定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主社至少一月对
辖内机构库存进行一次检查，分社主任至少每周对库存现金
进行一次检查。关注、关心出纳、押运员、守库员等要害岗
位人员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及时掌握其思想、行为变化，加
强思想教育，防范案件隐患。

(二)重要空白凭证管理、使用情况排查。通过检查，各机构
对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使用均能做到入库专人管理、及时
入账，实物与账、簿一致。柜员登记领用，对系统不能自动
销号的重要空白凭证，执行手工逐份销号，没有跳号使用或
漏号的问题。柜员使用的重要空白凭证因故作废时，将号码
剪下粘贴在重要空白凭证销号登记簿上，作废的重要空白凭
证加盖“作废”戳记，装入当日会计传票，不存在擅自销毁
重要空白凭证问题。单位负责人或会计主管定期对柜员重要
空白凭证行检查核对。

（三）大额存款进出情况排查。我社共3个营业机构，对20xx
年1月至9月的大额存取款业务逐笔进行了清理。我们一是检
查了个人和对公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是否齐全、符合人行账
户管理规定；二是查看原始存、取款凭证，看凭证印鉴是否
与单位预留印鉴一致，是否有客户签名等；三是检查大额资
金汇划是否严格按照审批程序进行了审批，审批登记簿是否



记载规范、及时；四是检查存款人变更账户名称、法定代表
人等开户信息资料是否出具了申请及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
信用社是否及时修改了客户信息，对印鉴做相应变更。有无
频繁开、销户等异常现象。经排查，我社大额存款交易均属
正常业务办理，资金用途、流向及业务操作程序符合规定，
账户余额核对一致，没有发现挪用现金、盗用客户资金等违
法案件发生。

（四）对账制度落实情况。坚持记账与对账分离原则，按季
检查往来对账、银企对账情况。对经常发生的单位结算账户
按月向开户单位签发“余额对账单”，大部分机构对账单收
回率都能达到90%以上，收回的对账回单进行了妥善保管。对
存折户坚持账折见面，当时核对。坚持按月进行同业往来账
务核对，余额对账单发出、收回及时，账务核对正确。联社
清算中心与辖内营业机构之间的往来账务按月发对账单，往
来账务核对相符。对未达账项能够进行跟踪核对，确保余额
一致。

（五）信贷管理方面。无冒名贷款、背皮、跨地区等三违贷
款现象。

（六）内控制度执行力突查

结合“四项”制度执行和“九种人”排查，加大对柜台重要
岗位人员的行为排查，关注其八小时以外的情况，在具体实
施时，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措施落实，将重要人员岗位轮换、
强制性休假制度，逐项进行落实，逐个逐步规范。

(一)制度执行不力。联社虽然制定了《强制休假制度》、
《重要岗位定期轮岗制度》等管理制度，但由于人员编制紧
张、工作量大等因素，导致执行力度不够。

(二)结算帐户管理不规范，开户资料收集不完善。



(三)个别机构对账不及时，对账单收回率不高，对帐率未达
到100%。

(四)计算机运行日志、操作人员密码、抹账等未及时登记，
计算机人员交接存在交接内容不完整等现象。

(五)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不力。一信用社贷款自查报告是
贷前调查不深入，二是贷后检查滞后。

信用社案件防控能力。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完善制度。信用社将组织力量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认
真梳理，按制度执行年要求，结合信用社实际，对内控制度
要尽快补充完善，特别是会计、出纳、信贷等要害业务环节
要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使每个岗位
有规可依。

(二)加强信用社干部、员工对内控基本制度以及法律、法规
知识的学习，不断增强制度和法制观念。

(三)对本次自查发现的问题，要按要求逐项对照整改，逐项
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

(四)进一步加大对内控基本制度执行、各类登记薄的使用等
的检查频率，提高制度执行力。同时对各网点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不留死角。

通过深化“制度执行年”活动的开展，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效，但由于执行制度、完善制度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的工作，导致部分职工学习不够深入、主人翁意识不
强、制度执行不力、发现问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问题。
今后，我社将继续深入开展“制度执行年”活动，坚持理论、
业务、制度的学习，让员工在思想上筑牢防线，严格执行县
联社的各项的长效机制，确保全社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信用



社各项业务经营又好又快地发展。

乡镇内控制自查报告篇五

如下：

1、网点负责人每月末能对网点所有内部帐务组织一次全面核
对。

2、网点负责人末能真正对网点内控制度的贯彻落实，末能起
到业务的事中事后监督责任。

1、贷款资料单一，主要检查中，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合同的
执行情况、经济担保情况。

2、凭证要素不规范主要印、章、押要素不全，书写马虎等情
况。

1、末能真正执行二十四小时不离人，出现午、晚班空岗。

2、末能按“三防一保”要求规定，出现末能准时到岗，个别
网点单人守库。

综上，我社针对存在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时常开展职工政
治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逢会必讲，增强安全防患意识
和安全保卫责任感，确保安全无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