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错纠错机制 党员学习容错纠错机制心
得体会(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容错纠错机制篇一

常言道，“烂泥扶不上墙”,是指泥太稀了，抹到墙上糊不住。
比喻由于能力差或水平低，成不了气候，或见不得世面。但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所以时
至今日，对于曾经那些“不上墙”的“烂泥”也不应“一棍
子打死”，要坚持问题导向、辩证分解对待。经层层细分如
下：“烂泥”指某些能力水平差的人或物;“扶”指帮扶，是
达成目的的方法;“不上”表状态，未达到;“墙”指意欲达
成的目的或想要得到的结果。

追溯根源，我认为“泥不上墙”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
泥与墙属性是否相同，是不是墙所急需的材料。就像是拿着
土坯盖高楼，材质不对、属性不同，当然不能取得想要的结
果，甚至会对整座“建筑”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相反，用
土坯虽然盖不成高楼，但是却能得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舒
适“民居”;其次是否充分发挥了“泥”的主观能动性，根据
不同需求，通过筛筛水分、补补原料，在改变“泥”的本质
上下功夫;还有就是“扶”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得当，用“泥”
的人是否能够根据“墙”的不同要求提供不同种类、不同性状
“泥”，是否能够通过精准教育培训的方法培育出合适
的“泥”来适应大局的发展。

组织部门，作为党委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职能部门，要充分
掌握好“把泥扶上墙”的用人艺术。其一，摸清相关岗位的



人才需求，根据不同岗位需求，选拔任用具备不同才能的领
导人才，“因地施种”增强岗位“匹配度”;要全面了解和掌
握好干部的能力、性格、品行等各个方面，针对不同的“墙
体”，选取不同质地的“泥”，充分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
才。其二，善于激发“泥”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在谋求
提升自身能力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考核指挥棒的作
用，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充分利用容错纠错机制，鼓
励干部先行先试、敢试敢做，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让干部主动求变、弥补不足，让“过稀”的泥筛水分、补原
料，成为可造之材。其三，因材施教、辨证施治，增
强“扶”的实效。针对干部理想信念、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
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培训，补齐短板、填补差距。
其四，要从严管理，确保“上墙泥”不再落下墙。坚持集中
整治和日常监督两手抓，对“上墙泥”持续保持“常态震
慑”，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努力培养政治强、
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干部队伍，确保“上墙
泥”不再变成“烂泥”落下墙。

容错纠错机制篇二

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是省委、市
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干部队伍活力的创新性举措和制
度性安排。落实好“三项机制”特别是容错纠错机制，是纪
检监察机关的本职和责任。宜君纪委为切实履行职责，自觉
运用实践，确保容错纠错机制落得实见成效。

一是提高认识，着力解决“不敢容”“不愿容”的问题。县
纪委认真学习领会中省市纪委精神，统一思想、狠抓落实。
采取集体研学、业务培训、干部自学等多种形式加强学习宣
传容错纠错机制的力度，认真讲解容错的申请、核实、认定、
反馈、报备的相关程序和要求，使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掌握容
错纠错机制的精神实质和本质内涵，也使其在工作中卸下了
包袱、打消了顾虑。成立了容错纠错机制建设推进领导小组，
由县纪委书记任组长，纪委分管副书记任副组长，案件审理



室具体负责此项机制的督促落实、分析研判、督查考核、情
况汇总等工作，为推进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提供坚强的政治保
障。同时，通过明察暗访、不定期的方式对各单位贯彻落实
容错纠错的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和督促各单位精准使用、规
范使用、大胆使用。

二是制定措施，着力解决“谁来容”“对谁容”的问题。容
错纠错机制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按照中省市纪委要求，结合
实际，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使机制更易操作、更便
执行。县纪委通过召开干部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形式，结合
《市纪委关于落实〈铜川市党员干部容错纠错实施办法(试
行)〉的实施意见》和我县实际，制定了《宜君县党员干部容
错纠错实施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和《操作细则》。《实
施意见》和《操作细则》从统筹安排、政策界限、宣传引导、
推进措施、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并进一步
明确了各乡镇(街道)纪委、县纪委各纪检监察室、县级各有
关部门纪委(纪检组)的工作任务和监管、考核、责任追究的
具体措施，进一步促进容错纠错机制在我县落实到位。在启
动容错纠错后，必须坚持把容错的流程、对象、事件、原因、
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容错
纠错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让党员干部心服口服。

三是明确责任，着力解决“如何容”“容得好”的问题。容
错纠错对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的执纪理念、工作方式、能力
素质提出了新考验新挑战。一方面，对于符合容错情形的干
部要及时容错纠错，切实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促
进干部担当作为，对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及时澄清是非;另一
方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
误，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县纪委坚持贯彻落实中央“三个区
分开来”精神和省市容错纠错办法，强化“从严执纪是本职、
容错纠错是责任”的执纪理念，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在执纪中
统筹兼顾全面从严治党与保护改革创新的关系，精准区分失
误错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着力解决“如何容”“容得好”
的问题，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容错纠错机制的能力素质。



同时，对目前已受理的信访线索和已移送各纪检监察室、案
件审理室的初核、立案、审理案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检查，
对符合容错纠错情形的，按照容错纠错程序启动容错纠错工
作。去年以来，县纪委共对6起纪律审查案件进行了主动容错
纠错。

今后，宜君纪委将加大对容错纠错机制的宣传力度，进一步
推动容错纠错机制的贯彻落实，积极营造主动容错纠错的良
好氛围，切实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容错纠错机制篇三

“容错”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或包容犯错情况的发生。建
立容错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能够广泛激
发干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的英雄本色。当前，正处攻坚克
难的改革关键时期，每一名干部当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担当
作为，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大情怀、
大胸襟，主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浪潮中。

各地陆续出台的容错纠错机制无疑是给想干事、敢干事、真
干事的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改变了以往“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的病态观念，用机制为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干
部保驾护航，让干部真正做到了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那么，什么样的“错”可以容?江苏省委办公厅出台的文件就
做了明确规定，“在贯彻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中狠抓落实、创
造性开展工作;在推进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中积极探索、先行
先试;在推动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中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等
方面出现一定失误，可以给予容错。狠抓落实、积极探索、
攻坚克难，当干部置身于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中，特别是面
对新任务、新挑战时，没有先例借鉴，没有经验可寻，势必
会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有的时候机会转迅即逝，在决
策的关键环节，都需要干部能够做到当机立断，敢于拍板。
但是，因为有了“谁主管，谁负责”在前，在需要当机立断



之时，又有多少干部能够做到“一拍定音”呢?一旦决策失误，
势必追究拍板者的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干部改革
创新、勇于作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可以说，容错机制的出台，就是为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干
部奏响了福音，是敢闯敢干、真干实干型干部的护身符。有
了明确的规定，干部心里面也就有了底。当面对需要创造性
开展工作、需要重大决策的时候，干部们势必敢于甩开膀子、
撸起袖子，来一场“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
攻坚战。

当前个别干部还抱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思想，这显
然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发展，而容错机制就是破除这一思想
的关键。它也给尸位素餐者、为官不为者敲响了警钟，“多
干多错”既然不成立，那“少干少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容错机制可以谈得上是一把一举两得的双刃剑，不仅为改革
创新、敢于担当的干部保驾护航，同时也向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举起了惩治利剑。

同时，容错机制决不能成为个别干部乱作为的“借口”“托
词”。针对虽未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但客观上造
成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严重环境污染、重特大群体性事件
的，要坚决问责，不予容错。这就需要进一步在干部考核、
监督上下狠功夫，把好干部标准立起来，把先进典型选出来。
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误的政治
生态和舆论空间，让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成为干部的
常态。

容错纠错机制篇四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4个年头，越来越多的重要改革事项
已经破题，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好评。但面对改革发展的大局
和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干部群体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
的“不干事”现象，不少地方改革落地多是只见文件出、少



见新动作。干部不干事，这些“太平官”奉行“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处世信条，该讲的话不讲、该表的态不表，面对
错误的人和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遇到棘手的矛盾和问题
能推则推、能躲则躲;他们相信“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庸俗哲
学，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怕出头、怕冒尖、怕超前，等等
看看，干干停停。深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安全感、怕被问责。
干部的心理需求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前途，第三才是收入。

干部就是要干事，如果只是做太平官、潇洒官,实在对不起这个
“干”字。但是让干部敢干，“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就势
在必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就是针对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
的懒政怠政和为官不为现象，通过防错纠错、正向激励、鼓
励担当等措施，消除想干事却担心犯错误被揪住不放的顾虑，
改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激发改革创新的
热情，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承担起推
动改革发展的重任。

容错纠错机制是锐意进取干部的“定心丸”，也是改革创新
者的“保护伞”，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关乎干部个人的是
非功过、成败得失，更挑动着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
指引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容错不是没有边界，
也不是没有尺度，必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大逻辑，让干部
干事创业心中有戒，既消除顾虑敢作为、愿作为，又要严格
遵纪守法，不拿容错免责当“挡箭牌”胡乱作为，让干部干
事创业回归理性。

容错纠错机制篇五

容错纠错机制是政治领域新生的话语体系,并在实践中为政治
机构所悦纳并积极推行,而在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对其进行法学
解析则有着特殊的意义。

近日，昆明市同时出台《关于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容
错免责办法》《关于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防错办法》



《关于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纠错办法》，鼓励支持党
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制度设计实现“闭环”，为一线敢
于担当者保驾护航。

三个《办法》紧密结合昆明当前干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坚持
“容错、防错、纠错”一体推进原则，注重制度之间的衔接
配套，充分考虑到地方实践经验。事前预控重在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强调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注重事前分析研
判、加强日常教育管理;事中控制重在执行监督，反馈修正，
要求严格依法依规执行落实、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建立反馈
工作机制;事后评估重在正视失误，引以为戒，突出加强评估
分析、注重持续改进、强化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容错、防
错、纠错”各关键环节和流程的无缝对接，从而建立起完善
的制度“闭环”，让干事者“定心”。

该市把制定容错免责的适用条件和情形作为容错机制最核心、
最关键的内容，具体明确可以容错免责的14条正面清单条件
和不能容错的8条负面清单的情形，做到适用范围广、针对性
强。明确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保障机制有效运行。分别从问责实施机关调查过
程中的主动容错和受问责干部事后申请容错两个层面，制定
了事前容错和事后容错两大保障，弥补现行此类制度大多为
事后被动容错的短板和不足。在容错结果的运用上，规定6种
方式，可单独或合并使用，涵盖党纪政纪追究、干部提拔任
用、职级职称晋升、党风廉洁审查、考核评选、表彰奖励等
干部关心关注的免责内容，更加体现对干部的激励、关心和
爱护，为干事者“撑腰”。

防错机制着眼于“抓预防治未病”，把出错点降到最低。具
体明确防错的6方面重点范围，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
社会听证和公示制度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容错
变“纵错”，防止一些领导干部打着改革的旗号，大搞“形
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由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牵头，各级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负责
本地区本部门的防错工作，把防错机制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
防患于未然，为干事者“引路”。

纠错机制紧扣容错免责后如何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纠正这个
重点，避免一容了之、知错不改、放任错误的行为发生。树立
“容错是关心、防错是爱护、纠错是关爱”的理念，对干部
予以容错免责的同时，对其工作偏差、失误或无意过失进行
整改纠正。按照启动纠错、发送通知、谈话提醒、督促整改、
完善制度5个步骤严格规范开展纠错，对犯错者做到早发现、
早提醒、早纠正，及时踩刹车，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认真
帮助其客观分析问题原因，化解顾虑，反思整改，防止重复
出现失误或过错。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堵
塞制度漏洞，进一步规范施政施策行为，激励和保护干部敢
于担当、锐意改革、奋发有为的积极性，为干事者“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