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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玩忽职守，贻误工作。忠于职守，勤勉尽职，是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玩忽职守，贻误工
作，是指公务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通常表现为放弃、懈怠职责，或
者在工作中马虎草率、敷衍塞责，不认真、不正确地履行职责，给工作造成损失。《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列举了三种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1）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可以避免的爆炸、
火灾、传染病传播流行、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人员伤亡等重大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发生的；（2）发
生重大事故、灾害、事件或者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不按规定报告、处理的；（3）对救灾、抢
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专项款物疏于管理，致使款物被
贪污、挪用，或者毁损、灭失的。 2.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下级服从上级是机关管理
的基本原则，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执行，否则要依法受到惩戒。但是，对于上
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下级有权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命令的意见，这是公务员法赋予下
级公务员免责的权利。 3.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
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
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
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
的权利。”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务员有“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刑
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
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批评权是公民和公务员的法定权利，受法律保护。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是违宪、违法的
行为，轻者要承担纪律责任，严重者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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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程》吸收了近十几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成果，参考借鉴了国外人事管理中可以为我所用的
有益做法，确立了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是做好干部人事工作的基本依
据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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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公务员应该看一看，公考也应该看一看的。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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