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
告(优秀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
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
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告篇一

近年来，党和国家特别重视“三农”工作，始终把解决“三
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强农惠农的力度逐年加
大，至三年内，中、省、市对我县强农惠农的补助资金累计
达6.72亿元，重点支持了退耕还林、粮食综合直补、乡村道
路、农村安全饮水、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为推进“三
农”工作、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做出了重
要贡献。

6月29日我县组织各涉农部门在分会场参加了全省强农惠农资
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在会上县领导和各涉农部门认真领
会会议精神，会后政府县长程引弟第一时间安排部署了我县
清理检查工作。县财政局经过研究出台了《县强农惠农资金
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安排》并向县政府做了汇报，并初步制
定了《实施方案》草案。县政府对我县清理和检查工作给予
重要指导意见，并提出了要求：一是思想重视，把握重点，
吃透政策，掌握本次清查的政策界限。二是抓住本次清查问
题中心，积极及时部署。三是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确
保本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四是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要
求。

1、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



7月25日，县政府印发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关
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文件，成立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领导小
组，由政府县长程任组长，政府副县长徐、财政局局长李任
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县级各涉农部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具体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2、召开全县动员部署大会和业务培训会。

8月3日，我县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清理和检查工作动员部署会
在县邮政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府常务副县长
高树杰、政府副县长徐宪部、财政局局长李钟元及我县强农
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徐宪部主持。会上县财政局局长李钟元宣读了《县强
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各有关部门认
真学习《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这次清查的目的、范围、内容、任务、职责。进一步明
确目标，各司其职，这为保质、保量完成强农惠农资金专项
清理和检查任务做足准备。会后举办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
工作业务培训班，加强思想宣传，确保了农惠农资金专项清
查工作顺利开展。

3、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部署，各单位按照检查范
围和内容，全面摸清-上级下拨及本级财政安排强农惠农资金，
对拨付强农惠农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重点自查资金
使用方向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发放对象、标准是否符合政策
要求等。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我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
和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纪检、财政、经济发展、审计等
单位人员，分成四个检查小组对我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
和检查自查自纠阶段工作进行了督促指导，从检查情况来看，
我县自查自纠工作已经全面开展，各部门、各乡镇都对此项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积极自查，填报表格，确保了我县



清理检查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

4、上下联动，积极沟通，相互协作。

自我县开展此项工作以来，积极与市领导小组沟通，扎实掌
握政策，明确上级要求，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主动与各
乡镇各部门联系，确定联系人员，及时布置工作任务，准确
传达政策要求；财政、纪检、纠风、审计部门相互协作，积
极配合。通过上下联动，积极沟通，相互协作，使我县清查
工作准备充分、工作有序，实施有效。

5、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努力构建清查工作的舆论监督环境。

强农惠农资金涉及着广大农民利益，本次清查工作既是对我
们工作的鞭策也是对广大农民的负责，因此加强宣传，营造
氛围，努力构建清查工作的舆论监督环境尤为重要。我县
《实施方案》出台后第一时间在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布，并
印发《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简报》，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传真。

6、我县自查自纠工作基本情况

（1）通过自查自纠阶段工作，我县各项涉农资金管理状况良
好，资金管理制度基本完善，各项涉农项目资金都能按计划
执行，各项惠农补贴资金能及时足额兑付，并保证其准确性。
基本不存在多头申报、虚报冒领、套取资金，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的.问题。

（2）、我县—涉农资金基本情况。

二是制定重点检查方案，积极开展重点检查工作，组织财政、
审计、监察、纠风四部门人员，分为四个组对全县涉农部门
和各乡镇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要达100%，通过重点检
查进一步发现问题，纠正问题，使本次清查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以本次清查工作为契机，健全完善相关涉农资金管理制
度，对我县强农惠农资金“一直通“兑付方式进一步完善，在
《县强农惠农资金“一直通”兑付方式改革实施方案》的执
行上，在对以前兑付经验的总结上，和对本次提出问题的基
础上，出台《县强农惠农资金“一直通”兑付实施细则》，
进一步规范兑付程序，提高兑付效率。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告篇二

清理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简称（三资）管理工
作，是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农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要重要意义。

为扎实开展清理规范工作，结合我村实际，制定本方案。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对村级财务和强农惠农资金
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全面清
理规范村级三资管理工作，发现并解决全村农村三资管理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核清三资底数，建立和规范三资账簿，进
一步建立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此次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范围是全村所有自然村，
重点是财务管理相对混乱、强农惠农资金落实不到位、历年
账务移接不清楚、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工作进程缓慢的自然村。

清理和规范的主要内容：

（一）全面摸清村资金、资产、资源底子。清理和规范村级
三资管理工作，要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摸底、计量、盘点、
核实、登记，全面澄清村资金、资产、资源底子。各自然村
规范财务账目，建立一套“三资”账簿，包括总分类帐、明



细分类帐、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固定资产登记簿
和资源登记簿。在全面澄清底数的基础上，按照村务公开程
序在村务公开栏公示。

（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程序。村级财务事项发生时，经手
人必须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注明用途并签字（盖章），交
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并签署意见，再经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审批联签后，由报帐人员向乡村“三资”领导小组报
帐。现金、银行存款必须做到帐款相符；固定资产总帐、明
细帐必须做到帐帐相符，全面清理核实债权债务。

（三）建立农村集体“三资”领导小组。按照文件要求，以
农经与统计服务站、财政所为依托，成立农村集体“三资”
领导小组。各自然村“三资”账簿按照程序统一移交“三
资”领导小组集中管理。农村集体“三资”领导小组要制定
实行限时办结相关制度，规范服务，方便群众。

（一）清产核资阶段（2009年11月）。

1、“三资”清查。组织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各种资金、
资产、资源进行全面盘点，逐项清查，逐一核实，造册登记，
全面摸清资金、资产、资源的存量、种类和分布。同时要对
历年来的经济合同进行清理登记，查清合同承包期、承包金、
合同履行等情况，并建立合同管理档案。

2、界定产权。村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有关规定，对清
查填报的各种资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关系进行确认。

3、核实价值。对界定产权后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各种资
产资源，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核实，填报资产资源现状。

4、公开公示。将经产权界定、价值核实后的各种资产资源登
记制表，并分别在本管辖范围区域进行公布（一个月），接
受群众监督。群众有疑问的要进行重新核实，并答复群众，



确保准确无误。

5、建立台帐。指定专人负责“三资”登记建档管理，按村别
建立明细台帐，详细录入经清查核实后的各种资产资源数据，
并按规定调整会计账目。同时，上报村“三资”领导小组。

（二）自查自纠阶段（2009年12月上旬）。

自查自纠以村为主。梅林村将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基层广泛
宣传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方法步骤等，
取得基层干部群众对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支持和配
合。组织各自然村严格按照本次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
的内容，制定具体的工作标准，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各自然
村要写出自查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措施并及时公示，做到账
目清楚、手续齐全、整理归档、张榜公布，以备核查。要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得虚报瞒报，对自查出的问题，进行
自我纠正，自我规范。发现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杜绝搞
形式、走过场。

（三）重点核查阶段（2009年12月中旬）。

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将抽调政治性强、业务精通的人员组
成督查组，对各自然村的清理规范工作进行全面核查，对重
点自然村进行抽查。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清理规范农村
三资管理工作走过场的单位要查明原因，督促整改；对在清
理规范工作中设置障碍的领导干部，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
任。

针对核查中暴露和发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分析原因，
研究解决办法，建立健全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完
善相关的工作制度，使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
化的轨道。

（四）验收总结（2009年12月下旬）。



全面清理规范工作结束后，村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对清理规范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特别是对群众屡
次上访、反映强烈的村要进行重点抽查；对全村清理规范 村
级财务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对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进行表
彰，对工作不力的通报批评。

1、支出入帐要严格把关。“三资”领导小组对于财务票据入
账要做到“五不入账”：即没有经手人签字的不入账，未经
民主理财小组或和勤廉监督委员会审核盖章并签署意见的不
入账，未经自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联签的不入账，
应当经过村两委研究而没有研究的不入账，未经村民会议或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大额度资金开支不入帐。“三资”
领导小组要对村两委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
进行核实把关，并将会议记录等有并资料备份留存，连同支
出票据一起入账。

2、农村集体收入要及时足额入账。农村集体取得的各项资金
收入，必须及时足额上缴“三资”领导小组。“三资”领导
小组要加强监管，深入村组核查有关经济往来账目，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

3、资产、资源变动情况要及时入账。“三资”领导小组要加
强对村级集体投资项目招投标和村集体资产、资源处理情况
的动态监管，审查公开竞价、招投标程序是否按规定进行，
结果是否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入账时，
应当留存会议记录和相关合同等资料等备案。

4、定期公开“三资”管理使用情况。“三资”领导小组至少
每季度汇总一次自然村“三资”管理使用情况，出具书面材
料并加盖“三资”领导小组印章后交由各村向群众公布。村
民有权到“三资”领导小组查询本村组“三资”管理使用情
况，“三资”领导小组不得拒绝。

5、动态监管，定期核查“三资”管理使用情况。“三资”领



导小组应对农村集体“三资”实行动态监督，定期核查。每
年应至少对所代理的自然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情况全面
检查一次，防止“三资”变动隐瞒不报等情况发生。

开展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确保此
项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一）加强领导，齐抓共管

村两委要高度重视清理规范工作，成立清理规范工作领导小
组，要坚持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明确清理规
范工作的具体机构、人员和经费。各有关部门要抽调人员组
成办公室，负责清理规范的组织协调工作。要明确责任，密
切配合，共同落实好清理规范村工作。要加强对清理规范工
作人员的培训，指导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有关政策
法规和规定，对发现的问题依据有关规定及时予以解决。建
立清理规范工作定期汇报制度，及时上报有关工作信息和经
验材料。每一阶段工作结束后，要写出阶段性工作小结报县
清理规范活动办公室。要设立举报电话，明确专人负责，切
实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二）明晰思路，标本兼治

全村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要本着“明确重点，全面
推进；把握政策，宽严相济；民主清财，民主监督”的工作
原则，既要核清我村农村“在资”底数，纠正农村基层财务
管理中的漏洞和问题，确保强农惠农资金落实到位，又要建
章立制，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长效机制。

（三）深入调研，全程督导

村清理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将成立督导组，分别由理财小组牵
头，对各村开展工作情况进行全面面督导。村清理规范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开展工作情况及时
进行督导。督导工作要贯穿清理规范工作全过程，要及时掌
握清理规范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制定整改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四）查办案件，严明法纪。

村纪检小组要加大对清理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监督监察，
既要惩治腐败、取信于民，又要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要
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督。坚持“自查自报出来的问题
处理从宽，举报抽查出来的问题处理从严”的原则，注重发
现深层次的问题。对于清理规范过程中发现的党员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要依法依纪给予有关责任人，党政纪处分；涉嫌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要选择一些典型的案件公
开曝光，切实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告篇三

（一）组织实施情况。

为保证“三资”清理工作顺利推进，按照县发清理方案要求，
一是成立了“三资”核查领导小组，负责对全镇14个行政村
的集体“三资”清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明确个人工作职责，
切实负起责任；二是加强业务指导力度，我镇结合本地实际
先后对各村举办了三期培训班，通过讲解制度条例、财务流
程等有效的手段加强业务运行能力；三是把握关键，严格控
制清理时间段及内容，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二）清理核查农村集体“三资”情况。

我镇清查小组按照清理要求全面进行核查，如实填报核查结
果，安排专人及时把核查数据上传至“农村三资清理平台”
系统，并对各村的“三资”情况进行分类汇总，登记造册，
建立台帐。到目前，全镇14个行政村已全面完成了“三资”



核查工作任务，且全部实现“三资”计算机系统管理。

据统计，全镇村集体债权总额为754265.05元，村集体债务总
额为370741.9元（其中账面债务224207.2元，账外债
务146534.7元），村集体资金总额为1665975.96元，固定资
产总额为4543429元，资源总量为135224.78亩（其中：耕
地75425.4亩，建设用地40269.22亩，集体荒滩18210.66亩，
水面928.5亩，林地391亩）。

（三）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财务管理制度。

各村都建立了《出纳岗位职责》、《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
支审批制度》、《村集体组织“三资”管理流程图》、《代
理会计岗位职责》等制度，规范了农村集体财务监督管理业
务流程。

（一）规范了财务管理，有效杜绝了管理上的漏洞，加强了
会计基础工作。村级财务和村级资产、资源管理有序，收支
清晰，杜绝了暗箱操作和违规操作，控制了乱报销、乱开支
行为，控制了集体资产的流失，特别是村上的固定资产得到
了全面的清理。

（二）摸清了农村集体“三资”现状。通过核实村集体资金、
资产、资源，摸清了村集体家底，进一步理顺了村级财务关
系，各村根据“三资”清理核实结果建立健全的“三资”台
账，为规范管理村级财务，按程序发包村集体资产资源，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化解了社会矛盾。对资金进行有效监管和对资产、
资源的透明处置、阳光操作，不仅减少了集体“三资”的流
失，还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干群之间的矛盾越来
越少，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农村的信访量
有所下降，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三资”制度落实还留有死角。个别村过去签订的土
地承包合同期限不准确、租金低，有些合同未能及时履约，
合同管理不完善。

（二）费用开支控制不严。个别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
三是业务素质欠缺。村级报账人员缺乏专业的财务知识，对
报账审批流程不熟悉，对制度落实有遗漏，且存在使用票据
不规范现象。

1、完善制度，规范操作。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完善原有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财务岗位职责等相关制度，充分利用农村
“三资”计算机网络监管平台，切实加强对村级“三资”管
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2、加强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定期对各村开展业务培训，将
财会、招投标、公有资产监管等制度、操作规程等作为主要
学习内容，不断更新知识，熟悉业务流程，提高财会人员整
体素质和业务技能。

3、严明纪律，加大查处。严把合同签订关口，严查合同履行
情况，确保合同行为的正常性和合法性；同时加强财务制度
落实，加大村级开支审批力度，严格控制村级资金的合理流
向。

总之，村级“三资”监理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
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三资”管理工作任重道
远，我们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上级要求为准则，扎实
做好“三资”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促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确
保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告篇四

（一）合理安排。本次清查的重点工作落在清查阶段和整改



阶段上。此次清查涉及的固定资产主要是信息设备、运输工
器具等。在清查阶段主要是落实资产的各项基础信息，以现
场实物盘点为依据，对相关信息进行了补充、修改。填写盘
点后的固定资产信息表，与财务固定资产表进行核对，做到
帐物相符。

（二）领导重视。街道领导高度重视本次清查工作，成立了
固定资产清查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明确分工；要求人人参
与，科室配合，保证清查工作顺利进行。

（一）资产总体状况

截止20xx年5月31日，经过清查确认我街道的资产合计
为23453304元。

（二）、我单位各项固定资产清查、分类状况

1、土地清查总值0元。

2、房屋及建筑物清查总值12882456元。

3、专用设备清查总值517788元。

4、通用设备清查总值834557元。

5、交通运输设备清查总值3672108元。

6、电气设备清查总值为175279元。

7、文化体育设备清查总值为189937元。

8、仪器仪表及其他清查总值为10581元。

9、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清查总值为3617457元。



10、图书文物及陈列品清查总值为111110元。

11、家具用品及其他清查总值为1553141元。

我街道没有盘亏、盘盈的状况。

此次固定资产清查的时间紧、任务重，我街道原有的固定资
产统计表不是很完善，更新不及时，为保障这次清查的准确，
我们对每一间办公室的物资逐一进行了清查，耗时较长。另
外，报废资产未及时清理，在清查的开始阶段出现了重复统
计的现象。部分资产已调拨到其他部门，但未办理相关调拨
手续，未进行变更登记。

（1）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增强财物管理人员的职责意识，
使账物管理职责和记账人员的职责落实到实处。严格执行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及本次资产清查有关文件。

（2）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资产管理。以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加
强对资金产的监控，把单位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资产的
价值管理和实物管理结合起来，及时反映单位的资金动作、
资产存量和变量状况，实现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3）每年组织一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使固定资产检查经常
化，更好的从源头对固定资产变动状况进行监控。

证明事项清理自查报告 清理工作报告篇五

食品城管委会收到县委《关于清理整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
办公用房的通知》文件之后，高度重视。专门成立食品城管
委会清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领导小组，管委会主
任任组长，副主任任副组长，各局（室）局长、主任为成员，
下设办公室，牵头此次清理整改工作。



抽调精干力量对本单位办公用房情况进行深入自查。

一是清查单位人员情况。按在编人员和实有人员分别列出单
位人员花名册。二是按照图纸初步测算机关办公用房面积。
三是实地测量各办公室面积，对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标
准深入自查。

1、单位性质：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截至20xx年6月30日编制人数：25

3、实有人数：25

4、现使用楼房面积287平方米。无闲置房、无外租、借用情
况。无在多部门兼职占用多处办公室用房；无已办理离退休
手续领导干部占用原单位办公室用房；无企业及非党政机关
编制内的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报刊、编辑部
等单位或组织无偿占用机关办公用房。

5、领导干部使用占用办公室用房无超标准情况。

为了随时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应对突发状况的需要，且同
志们家庭距离单位都比较远，我单位实行“五四”工作制，
吃住在单位，安排2-3人共用一间宿舍，干部住宿比较紧张。

随着食品城管委会承担任务日趋繁重，县委、县政府也将逐
步选派更多优秀干部到管委会来，届时机关人均办公用房及
宿舍将更加紧张。下一步我们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积极整
改，节约办公用房，以适应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