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党的
组织原则和纪律心得(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篇一

这个周六晚上，廖卫鹏老师给我们讲了党组织原则及纪律，
他用事实说明一切，借助数据和图表，给我们数院学生上了
生动而记忆深刻的一课。

他先讲了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它体
现了无产阶级的鲜明个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实践中逐
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主要内容包括六条原则，是
我们党处理党内关系的最高准则，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实行
民主集中制的丰富经验的结晶。只有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才
能在党内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对于集中和民主有着辨证统一关系，所谓党内民主，是指党
员和党的组织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
分发挥。所谓党内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
的一致。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民主
和集中的关系。

关于党的纪律，它有两个极其鲜明的特征：自觉性和严肃性，
前者是指党的纪律是依靠全体党员的自觉遵守，后者指党的
纪律具有强制性，以服从为前提，同时具有统一性，即党的
纪律面前人人平纪律等。



课结束后，我们都感觉对我们的党有了更深的了解，自己的
视野开阔了，个人目标也高了。

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篇二

7月20晚7点陈迪文老师给我们文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分子上了
一堂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课。陈老师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第二，严守党的纪
律，提高党的战斗力；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做遵纪守法
的公民。民主集中制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有
一个特定的过程。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民主集中制的
产生奠定了基础，而伟大革命领袖列宁则为民主集中制的正
式确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党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之
前；2、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到1957年上半年；3、1957
年下半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期间，民主集中制
受到了重创。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现今为止。民主集
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党
将“集中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定为党委
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民主集中制还有一些它的基本原则，如党的基本领导体制原
则，处理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原则，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
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禁止个人崇拜的原则。党内民主，就是
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
分发挥，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与
选择权，监督权，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健全党内民主。党
内集中，即党章网指全党的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
它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
民主与集中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
关系，民主是基础，而集中是目标，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我们仍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因为我们需要用民主集中制
来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能够迅速有效地



贯彻执行，用它来加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决策的
民主化和科学化。

党的纪律则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
准则。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
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它有如下特点：党的纪
律是自觉的纪律，同时又是铁的纪律，还是自觉的纪律和铁
的纪律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新时代之下，我们还要从严治
党，坚决反对腐败。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腐败产生的根
源，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成绩和面临的形势，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同时加强制度建设，让
腐败分子无可乘之机，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依法惩处违法
犯罪的腐败分子。最后，陈老师呼吁大家要拿起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武器，以主人翁的精神参加党内生活，增强纪律观念，
提高遵守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自觉性，按照民主集中
制的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篇三

党员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动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武器，以主人翁的精神参加党内活动，自觉增强纪律观念，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党的组织原则心得体会，欢迎大家
阅读。

本次党课，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党的组织
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通过这次学习我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
涵，有一个更加深刻、全面的领会和认识，为今后如何按民
主集中制要求开展好工作打下基实的理论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意思是
国家机构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



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
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
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无产
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
合。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
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对无产阶
级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
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
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
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和领导制度。坚持民主集
中制的根本点在于实施集体领导,在涉及单位的重大问题上,
特别是政策性强、事关大局和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问题上必
须充分发扬发主,正确实施集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提高领
导成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在讨论研究问题时坚持党性原则,保
持理性思维,遵守议事纪律。努力营造公平、公正、民主的氛
围，充分调动和激发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民主集中制从本职上讲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
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
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民主是集中的
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二者是相
辅相成的内在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集中，没有集中就
不能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思
想意思，就会违背民主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防止和反对
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的有力武器，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关键。
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党员和干部
职工的智慧，凝聚全部的力量;同时，又实行多数原则，按照
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决定问题，可以形成科学、合理
的决策。另一方面，它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一经决定立即实



施，可以避免力量分散的弊病，具有简捷便利的特点，所以
它有较高的办事效率。

加强民主集中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
径。党能否作到决策的科学和正确，这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起
信息反馈灵敏，及时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才能保证决策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
果不能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不广泛听取意见，不按规定和程
序实行正确的集中，就会因决策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党内、外各种关系，不断强化党内民
主监督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内生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
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要疏通和拓展党内民主
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的反映上来。
同时还要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把党员的
建议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决策，用于指导工作。党内民
主监督包括党的纪律监督、会议监督、党代会监督等多种形
式的监督。不坚持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
主监督，党员的权利就难以保障。

民主集中制工作重在落实，必须严格执行。当前影响民主集
中制有效落实外部因素有两点：一个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另外一个是党内监督弱化，即没有很好
落实，也没有及时指出。所以我们应该严肃民主生活会纪律，
坚持“四个服从”的原则，建立专职监督和党员、群众监督
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党内和单位形成人人受监督的局面。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我需要民主集中制来规范
党内生活、处理党内关系，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也对我们贯
彻民主集中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探索与新形式
相适应的新方法、新经验，更加充分发扬民主，以培育领导
班子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推动我们党和国家建



设事业的发展。

只有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
足的局面，才能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每
个党员，都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锻炼，做到眼界宽阔、
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严己宽人，特别要摆正个人在领导集
体和党内生活中的位置，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
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这样才会带出好的风气、创造
出好的氛围。

4月17日，武汉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程连珍老师给我院
入党积极分子带来了主题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第
五次党校培训课。课堂上，程老师理论联系实际，讲得深刻
而生动。程老师首先讲到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提出我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严守党的纪律，
做遵纪守法的公民。通过此次党课的学习，我收获颇丰，受
益匪浅。

首先，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我党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纪
律，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理解也更进一步。通过学习我认识
到，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
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
导制度，是维系党蓬勃生命力的根本制度，同时也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它体现了无产阶
级的鲜明个性，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
发展和完善。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党执政五十多年来
的一个主要经验，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
导原则，也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革命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
重要条件。

民主集中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党
内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是民主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是我
党的根本领导和组织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我党的
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主要包



括“四个服从”原则、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集体领导制度、
党内监督制度、党的组织机构体制和禁止“个人崇拜”等六
个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党必须
深刻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全面加强以坚持民主集中
制为核心的党的制度建设，自觉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我
们的工作。

民主集中制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革命导师马克
思和恩格斯为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伟大革命领
袖列宁则为民主集中制的正式确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民
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党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
伟大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新形势下，
我党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大力倡导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精神，提出并阐明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
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创新，并最终确立
了“集中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十六
字”党委工作方针。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必须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还要注意正确认
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党章中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
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 民主与
集中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是基础，集中是目标。它们
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另外，通过此次党课的学习，我还深刻地感受了我党的严明
纪律。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
行为准则，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
群众工作纪律，保密纪律等主要内容。党的任何一项纪律都
是在党员或通过其代表进行充分自由讨论和批评的基础上制
定的，既符合党的根本利益，也集中体现了大多数党员的个
人意志。坚决拥护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的



重要职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这是我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有两
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其一，它是自觉的纪律;其二，它是铁的
纪律。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和铁的纪律的辩证统一体。严
格遵守党的纪律，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重要保证，是
新形势下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有力武器，是密切党
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腐败。每
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自觉增强党的纪律观念，严守党的纪律，
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会自觉坚
持和维护党的组织制度，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主动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以主人翁的精神
参加党内活动，自觉增强纪律观念，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我坚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
的根本组织原则，严守党的纪律，我党一定能永葆旺盛的战
斗力，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开创美好明天!

尊敬的经济系党支部：

今天是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第一期党校培训班的第四讲课，
在这次的党课学习中，陈亚丽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党的组织原
则和纪律，通过认真听取陈老师的讲解，我们认识到：民主
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
起来的。纵观其发展史，一直要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
其后，由列宁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完整的科学概念。
在中国，我们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阶段，由1927-1935年，
我们党确定通过“党步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二阶
段，1935-1957年，由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
中制去发动全党积极性”。



并在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阶段，1957-1978，
这一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出现了严重挫折。第四阶段，从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们当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
训，深化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在坚持和健全这一制度方
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我们了解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
则是：四个服从的原则，选举原则，党的基本领导体制原则，
处理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关系的原则，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
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禁止个人崇拜的原则。那么，民主和集
中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通过教授的介绍，我们认识到，党内民
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志、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
造性的充分发挥。而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保障党员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党内集中就是全党一直、智慧的
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总之一句话，他们的关系是集中必须建
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民主也必须建立在集中的指导之下。它
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同时，加强党的纪律性是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
证。它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人事纪律、群众纪律、
保密纪律、经济纪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党章，它是党的最
高纪律，是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的基本原则。汪继平教授告
诉我们，这些纪律总结起来有自觉性、统一性和铁的纪律的
特点，并且自觉是基础，铁的纪律是保证，二者相互依存。
而谈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现状时他引用了话“我们现在是
腐败等到遏制、标本兼治取得成就、反腐任务艰巨的现状”。
他指出，反腐要做到标本兼治，即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全体
党员纪律观念;通过制度建设，让腐败分子无可乘之机;进一
步严肃党的纪律，依法惩处违法犯罪的分子。

陈亚丽老师的话如春风化雨般震撼我们的心灵，如醍醐灌顶
般让我们顿悟：学习上要分勤奋刻苦、求知中要认知理论、
思想上要坚定信仰、生活中要实践行动。总之，让我们拿器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以主人公精神参加党内活动，按照
民主集中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我们默默立下誓



言：一定要努力增强纪律观念，提高遵守党的纪律和各项规
章制度的自觉性，自觉坚持“四个服从”!

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篇四

今天由xx老师为我们讲授“党的组织和纪律”这一课，我感
受颇多。

本节课有两大部分组成：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第一部分主
要讲解：一、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与发展；二、民主集中制的
内容；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因。第二大部分则由党的纪
律的内容，纪律的基本特征和怎样坚持党的纪律构成。

在本节课中，陈老师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贯穿其中。在
他赋予激情的讲授过程中，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九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不难发现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是
永远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
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并按照民
主集中制运作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发展经历
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探索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和制度阶段，这时还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
中制；列宁确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阶段，真正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初具雏形；中国共产党对党民主集中制的丰富和发展
阶段，使得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得以成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
则，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民主和集中是该组织原则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民
主建设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性工程，集中建设是民主集中制
的关键性工程，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四个服从”原则、党
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机构体制、党内监督制度、党内集体
领导制度以及禁止个人崇拜的原则。



而关于党的纪律，包括有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
律、群众纪律以及保密纪律等五个主要方面。党的纪律是自
觉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守党的纪
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我们要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
和纪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巨大组织优势，是党的力量保证、
活力源泉和实现党领导的基本条件。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
既是党的先进性的表现，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保证。另一方面，
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增强纪律观念，
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2.澄清模糊观念，明确纪律与自由
的关系；3.加强纪律修养，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每一个共产
党员都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从自
身做起，防微杜渐，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

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篇五

本次党课，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党的组织
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通过这次学习我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
涵，有一个更加深刻、全面的领会和认识，为今后如何按民
主集中制要求开展好工作打下基实的理论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意思是
国家机构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
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
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
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无产
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
合。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
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对无产阶
级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
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



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
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和领导制度。坚持民主集
中制的根本点在于实施集体领导,在涉及单位的重大问题上,
特别是政策性强、事关大局和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问题上必
须充分发扬发主,正确实施集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提高领
导成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在讨论研究问题时坚持党性原则,保
持理性思维,遵守议事纪律。努力营造公平、公正、民主的氛
围，充分调动和激发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民主集中制从本职上讲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
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
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民主是集中的
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二者是相
辅相成的内在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集中，没有集中就
不能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思
想意思，就会违背民主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防止和反对
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的有力武器，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关键。
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党员和干部
职工的智慧，凝聚全部的力量;同时，又实行多数原则，按照
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决定问题，可以形成科学、合理
的决策。另一方面，它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一经决定立即实
施，可以避免力量分散的弊病，具有简捷便利的特点，所以
它有较高的办事效率。

加强民主集中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
径。党能否作到决策的科学和正确，这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起
信息反馈灵敏，及时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才能保证决策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
果不能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不广泛听取意见，不按规定和程



序实行正确的集中，就会因决策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党内、外各种关系，不断强化党内民
主监督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内生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
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要疏通和拓展党内民主
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的反映上来。
同时还要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把党员的
建议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决策，用于指导工作。党内民
主监督包括党的纪律监督、会议监督、党代会监督等多种形
式的监督。不坚持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
主监督，党员的权利就难以保障。

民主集中制工作重在落实，必须严格执行。当前影响民主集
中制有效落实外部因素有两点：一个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另外一个是党内监督弱化，即没有很好
落实，也没有及时指出。所以我们应该严肃民主生活会纪律，
坚持“四个服从”的原则，建立专职监督和党员、群众监督
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党内和单位形成人人受监督的局面。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我需要民主集中制来规范
党内生活、处理党内关系，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也对我们贯
彻民主集中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探索与新形式
相适应的新方法、新经验，更加充分发扬民主，以培育领导
班子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推动我们党和国家建
设事业的发展。

只有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
足的局面，才能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每
个党员，都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锻炼，做到眼界宽阔、
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严己宽人，特别要摆正个人在领导集
体和党内生活中的位置，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
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这样才会带出好的风气、创造
出好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