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 大学生
要贯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汇

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篇一

尊敬的党组织：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我们的生活
不愁吃穿，无忧无虑。可与此同时，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

我在杂志上看到一封来自非洲小孩的信，信中写到：“饥饿
吞噬着我的生命，我瘦弱的躯体变得佝偻，就像个老头。我
是靠着数自己的骨头来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我仅有的一点感
觉，就是饥饿穿过骨头的那种疼。就连在烤人的太阳底下，
我还是觉得冷。唉，老天爷呀，我们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
我饿啊，我饿……”。其实，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像这位非洲
小孩一样，生命被饥饿威胁着。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也
有二千万人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国也还有广大贫困落后地区
粮食不足，经济欠发达。我们怎么忍心如此浪费呢!

再说，“水是生命之源”。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据权威
调查显示。全球可供饮用的淡水资源仅占0.1%，近年来，由
于污染浪费严重，淡水资源越来越少，世界上将近10亿人与
洁净水无缘，科学家预言本世纪会爆发深刻的水危机。



汇报人：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篇二

尊敬的党组织：

环境氛围可以对人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暗示和诱导。就像“破
窗效应”所说，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没有及时修复，将会
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落
实，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

严格的监督是保证制度规定不折不扣贯彻执行，防止“破窗
效应”的关键。坚决执行《条例》提出的各项要求，需要不
断建立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抓紧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
努力形成不能不愿不敢铺张浪费的长效机制。

“立足于解决问题，针对性强、措施具体，是《条例》的最
大亮点。”求是杂志社黄苇町研究员指出。

《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
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
节约等都作出了全面规范，包括 “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
监控机制”、“推进国内公务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建
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监督检查机制”等内容的提出，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细读下来，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条例》的制定，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作为全面深化
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完善制度法
规，制约监督权力，增强执政能力，建设廉洁政府，提升治



理水平。”中央党校党建部高新民教授认为，党政机关的相
关活动都要受《条例》的制约，所以，《条例》确实是我们
党打出的“又一记重拳”。

“强调‘严禁’‘不准’也好，宣传教育也好，舆论监督也
好，这些都非常重要，而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没有制
度保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容易流于形式。”山东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韶兴教授认为，《条例》表明厉行节约
将告别运动式的“一阵风”，走向制度化、常态化。

“号召经常发、文件经常下、口号经常喊、运动经常搞、要
求经常提”，网上的这一说法，听着轻松，说的问题分量却
很重，值得反思。

以往，或者出台一个“意见”、“通知”，或者再来一
个“办法”，不系统的制度设计，不全面的制度安排，操作
性不强的制度要求，都销蚀了制度的刚性和权威。

就是“严格的制度权威使人‘不愿浪费’，严厉的约束机制
使人‘不敢浪费’，规范的流程制约使人‘不能浪费’，完
备的监督体系使人‘不容易浪费’”。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
点灯笼访贫农。”这首歌谣，传唱于当年的中共苏区，道出
了人们心中党的干部节俭奉公的形象。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素来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相关方面的
制度建设也一直在探索、推进。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
关于惩治贪wu浪费行为》、《关于反贪wu浪费的指示》、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wu、浪费及克服官僚*义错
误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
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近期的中



央“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以及会议费管理新规、贺
卡节礼“禁令”，编制细密的制度“防护网”，历来受到我
们党的高度重视。

“以往大多是通过党纪政纪来进行约束，比如以内部通知的
方式发布，此次提升到党内法规的高度，既表明了中央对解决
‘四风’问题抓牢抓紧的决心，也保证了从源头上狠刹铺张
浪费之风的可行性。”王韶兴指出。

党内法规中的条例，通常是指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
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的全面规定。以条例的形式制约浪费、
厉行节约，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制度刚性约束力的不断
加强，制度设定的精细化程度加深，我们党反对浪费、厉行
节约的“制度权威”也升级到了新的版本。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条例》的效果关键要看贯彻和
实施。”王韶兴认为，制度制定之后，如何维护制度的严肃
性、权威性，真正确保贯彻不打折扣、落实不偏不虚，是更
加艰巨的任务。

“对涉及《条例》的制度，要按照实体性(做什么)、程序
性(怎样做)、保障性(违背了如何纠正)的要求加以细化。”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姚桓教授认为，制度的细化还应该包括解
决制度缺口、制度碎片化、制度交叉冲突的现象。同时，更
细化、更具操作性的配套规定也很重要。

“比如《条例》规定公务活动中的资金、资产、资源使用等
情况应予以公开并接受监督，那么，这个公务活动包括哪些?
这个是要更细化的着力点之一。”高新民说，各地各部门跟进
《条例》的配套工作，值得关注。

形成“大落实”的格局也是重中之重。保证《条例》执行的



刚性，防止制度疲软，不仅要全党动手，还要全社会一起动
手，形成“大落实”的执行格局，这与政务信息公开、行政
费用控制、增强财政预算约束、加强惩戒问责力度等，都密
切相关。

“贯彻落实《条例》不能当做单纯的技术性工作来做。”姚
桓认为，还是要把“教育先行”这个“老话”重提并一直提
下去。《条例》的制度权威要渗透出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
要与宗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联系在一起，解决思想深处的
问题，克服模糊思想和错误认识。诸如树立“例外即是破
坏”的观念，建立对浪费“零容忍”的心理,培育“越雷池即
羞耻”的认知等，都是《条例》能够取得长久效用的“软约
束”。

汇报人：

2019年5月7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篇三

尊敬的校党组织：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和
美德。唐代大将郭子仪将书皮上多余的纸裁下来重复使用;宋
代苏轼每日计划开支，注意节俭;周总理一生也保持着勤俭节
约的好习惯。古往今来各种节约的典型更是数不胜数。然而
反观当下，铺张浪费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对于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浪费的提倡更是迫在眉睫。

我们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从自身的生活习惯开始抓起，
做到勤俭节约。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每天记得关
电脑节约一度电;每天记得关好水龙头，节约一滴水;上完课



记得关好教室里的灯，平时对于要用的纸张重复利用,吃饭的
时候尽量做到一人一餐一个碗，吃多少要多少等等。古语说，
积少成多，滴水石穿。这些看起来很微小的小举动，如果每
个人都能做好的话，带来的会是巨大的资源价值。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们除了要从自身基本的做好以外，还
要努力带动身边的人。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挠骨树立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从实际行动中，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生活中，要多向身边的同学宣
讲勤俭节约的重要性，每时每刻从身边做起。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学到了许多，感慨也颇多。中国正处在
一个高速发展，经济转型的阶段，要想把这座大厦建的牢固，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我们必须把我们自
己这块基石打牢，积土成山，才能屹立更久。

汇报人：

2019.04.2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篇四

尊敬的党支部：

风靡一时的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挑动了万千观众对美食
的向往。饮食文化，有舌尖上的美味，就有舌尖上的浪费。
现实生活中，“舌尖上的浪费”更让人心疼。据报道，我国
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被倒掉的食物相当
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餐桌上的浪费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
步。



xxx近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
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个号召很快得到了公众的响
应，反对“舌尖上的浪费”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饮食既然是一种文化，那么它的起点就应该是文明，而不是
被粗鄙地理解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肆意挥霍。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著述《随园食单》的清朝才子袁枚谈到饮食
文明时就说，一个食客，应具备的饮食文明要做到五戒：戒
纵酒、戒耳餐、戒目食、戒强让、戒暴殄。寥寥数语，表达
出对浪费、暴殄、暴食的鲜明观点和饮食审美追求。之于个
体，厉行节约是种美德;之于公权，铺张浪费则是xxx。有限的
资源，经不起浪费和透支，需要每个人珍惜和爱护。个人如
此，机关更应如此。

自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发出厉行节约的
号召之后，公款吃喝之风得到收敛。本可靠着年底机关单位
检查接待、人情往来赚个盆满钵满的各大酒店及餐饮娱乐机
构，如今也是“门前冷落官车稀”，少了往年高朋满座的热
闹。遏制一些单位部门浪费，不能靠其自觉，也不能靠公众
简单地呼吁，而要让厉行节约成为常态，根本上而言还是要
完善制度加以约束。唯有严格的制度，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唯有机关部门先以有效制度管好自己的嘴，才能占据道义的
制高点，引领民众自觉厉行勤俭节约。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
不应该只是普通民众的节俭哲学，更应该成为各级机关信守
的铁律。

汇报人：

2019年5月15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汇报篇五

尊敬的党组织：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
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党员、干部淡化了
节俭意识，助长了浪费之风。有的认为，勤俭节约是过去艰
苦岁月的要求，现在提倡这个过时了;有的认为，是否节约是
个人私事，只要有钱，奢侈几把、阔绰几回没什么大不了。

通过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学习,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
它深刻直白地告诫我们：节俭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需;节俭是
持家之本;节俭是安邦定国的法宝;勤劳节俭有利于防止腐朽;
节俭能降低社会生产成本。节俭更是一种美德，是一个人有
教养的体现，也是我们每一个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

“贪腐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官僚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其次在于“不讲学
习，不讲修养，思想懒惰，随波逐流”。实际上，“只要谨
慎从事，有意识地避免浪费，浪费是可以减少的”，中央也
反复强调“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学习、
再学习”，必须始终牢记“艰苦奋斗，事业必成;贪图享受，
自毁前程”。对待错误和浪费的态度，“首先不能采取原谅
宽容的态度，必须采取批评教育、纠正以及制裁的态度”。
其次，“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
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再次，要“精简机关、下放干部
到生产中去”。最后，“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
以完善公务接待、财务预算和审计、考核问责、监督保障等
制度为抓手，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
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
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
象”。



要养成刻苦节省的工作作风，需要青年“做模范”、“改革
城市中的奢侈生活及铺张作风”，“厉行朴素、勤俭、活泼、
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还需要“从中央改起，
各省委、地委、县委、公社，一律把这个风气改变过来”，
关键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率先垂范”，从而搞好党风、转变社会风气。

“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贯彻勤俭节约原则，精打细算，严格把
关，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把更多的资
金用在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上，用在改善民生上，用在发
展教育卫生事业上”，“加大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
力度”。

如果一个社会奢靡之风蔓延，不论物质上如何发达，也难免
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使社会风气
败坏。如果奢侈豪华、骄奢淫逸成为一种时尚，那就是一种
悲哀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狠刹奢侈浪费之风，大兴勤俭节
约之风。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岗位差异，都必须身体力行，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汇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