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通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对于我们
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一

看完《国家监察》专题片第一集，我深受激励，使我的初心
与使命更加牢固，对党中央作出的顶层设计的认识更加深刻，
现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决心与信心更强。党中央的顶
层设计就是一股“强心剂”，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开展反腐败
斗争的坚定决心，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基层纪检干部同腐
败势力作斗争的信心。敢于同基层“微腐败”斗争的精神劲
儿更足了。我们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要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精神继续撸起
袖子加油干。

二是作为基层纪检干部的重要职责与身份更实。视频中一件
件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个个走向堕落腐化的干部，使我深思。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党中央作出的顶层设计
即是永不缺席、永不迟到的正义，作为新时代的纪检干部，
要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挑起反腐败、正风气的“千斤担”，
为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贡献绵薄之力。

三是日常与各科室部门之间的沟通与监督更密。顶层设计作
用在基层的效果更加明显，开展廉政谈话、警示教育的覆盖
面更广、频率更高，基层干部的自觉自律自省意识不断提升，
落实“一岗双责”更扎实，监督各部门推进工作的成果更佳，



从根源上杜绝腐败的作用更牢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政治生态逐渐成型。

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二

x月x日晚，通过参加县委办公室组织集体观看《政治掮客苏
洪波》警示教育片后，作为云南省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感
到非常痛心，想到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以及部分贫困群
众的生活困境，帮扶干部的杯水车薪，对“地下组织部长”
苏洪波的憎恨油然而生，更是久久不能入眠。

这个“掮客”能使警示教育片中的两任云南省委书记无视党
纪国法，一步步走向堕落腐败，以至违法犯罪，其教训值得
我们每一位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认真反思，认识到加强世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和锻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设
的极端重要性。警示教育片让我从中看到很多东西，也想到
了很多东西。

一、没有坚定的政治导向，人生之旅就必然偏离正确航向

警示教育片中的两任省委书记之所以从主席台走向审判台，
从一个夸夸奇谈教育他人的扮演者变成一本活生生的反面教
材，从一个社会主义法制敬仰者变成法律的被审判者，从一
个对家人挡风遮雨的大树变成一个让家人牵肠挂肚的罪人，
就是因为政治信念的滑坡，不接受正确的世界观改造，对自
己放松了要求造成的。案例警示我们党员干部在地位不断提
高的同时，一定要坚定“四个自信”，做好“两个维护”加
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学习和改造，在工作中要强化
自律意识，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初、
慎微、慎行，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
常守为官之德，以高尚的人品、良好的官德、坚强的党性廉
洁自律。

二、丧失正确的权利观，手中权力就必然会成为个人谋取私



利的工具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
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党员干部又更多一层，那就是
怎样用权。作为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的权力观，就会把手中
的权利当成个人谋求私利的手段;就会把手中的权利当成满足
个人私欲的工具。警示教育片中的两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案例
提醒我们始终要保持正确的权利观，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
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应始终切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也提醒我们党员干部要坚持依法用权，任何一级组织、一个
领导的用权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许可的范
围。要强化责任意识，既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谨慎
用权;又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地尽好职用
好权，确保我们所作的每一项决策、行使的每一个权力，都
能经得起群众的检验、组织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三、脱离党组织的教育，就必然与党离心离德

党组织的教育是党员干部思想进步的重要途径，接受党组织
的教育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权利和责任，只有在党组织的教
育中，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警示教育片
中谈到他们的犯罪根源时，都把放松学习、逃避党组织的教
育作为首要原因。

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学习，不接受党组织的教育，思
想就得不到改造，心就不静，心就不安，权利欲望就容易膨
胀，就拒绝不了诱惑，一遇到诱惑就容易乱了方寸，就容易
被诱惑的绳索绊倒，最后与党离心离德，堕落成罪犯。他们
的所作所为给我们一个启示：党员干部不管你官有多大、资
历有多深、水平有多高，都应自觉和定期接受党组织的教育
并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应始终和党组织保持一致，一切
行动听指挥，避免个人主义观念的滋生和蔓延。



四、逃避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就必然会走向腐败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廉洁总是得益于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
制约，腐败又总是和权力的失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
别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开放性、竞争性、等价交换等原则，
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影响到党员干部权力的
正常运作。

党员干部由于所处的位置特殊，历来就是不法分子拉拢腐蚀
的对象;由于自由度比较大，思想和行为往往不易掌控;由于
是管人的人，难以听到部属和群众的意见。我们的一言一行
如果脱离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就会放松自我，个人
主义就会膨胀，权力就会受到滥用。

警示教育片中的两任省委书记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是
因为缺少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对党组织长期隐瞒自己的错
误行为，以致一步步走向深渊。作为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权
力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
督之下，保证手中的权力正确行使和运行。

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三

这段时间以来，参加了全局组织的多次警示教育片的观看，
对于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使自己真正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憾
和教育。看着这些人，哪一个过去不是热血方刚、踌躇满志
的同志，而今天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改革开
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没有时刻进行
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
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罪
分子。观看结束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存在的这些社会
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这些反面典型，在他强取豪夺完成由腐而败的进程中，为什
么会一路畅通，即使怨声载道仍能稳坐“科长”、“处长”和
“局长”的宝座呢？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挖其根
源有如下几点：

一、执法观念严重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
作自己的东西。对于腐败分子而言，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
财、“称霸”的“法宝”。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因
何而生，又应为谁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手中的权力却蜕
变为强取豪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小单
位的利益随意执法，置国家利益不顾，而肥了自己。权力的
异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从自身来看，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
即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
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
“源动力”。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
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
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
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
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缺乏执法监督机制、体制漏洞，民主建设形同虚设，出
现利用手中职权为所欲为，以个人意识代替法律。从外部环
境分析，这十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
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思想意
识形态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体制上漏洞为犯罪提供了
空间和土壤，市抄济的负面效应，促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对自
己手中的权力产生了错误认识。从制度层面看，我们的一些
制度缺失，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形同虚设，也是犯罪的重要原
因。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遏制，但是收效仍然
不很明显。从法制层面来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
因为前者的缺失使人们不懂得、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唯有妥协；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无法可依，对霸权的滋生横



行无能为力，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隙。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是
防腐拒败的基础，务必长抓不懈；现有的法律规范更多的是
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职务犯罪，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远远
不够。立法的欠缺和法律监督权限设置上的结构性缺陷，也
给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腐败，需作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只
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
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因此自己将坚
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
理论水平。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
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道
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防微
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
理好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党
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时刻注意树立警醒意识，在大是大
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进
一步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
检验是非功过。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心系组织重
托，心系群众冷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
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
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这些腐败分
之地下朝示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多高，权
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以身试法者必亡。通过警示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
的任务艰巨性，认识到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处和



预防腐败体系的紧迫性。因此，作为党员，必须积极维护党
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也用党章和党
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
好转。特别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
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因此，我们要从警示教育片中吸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警
钟长鸣，牢记党的宗旨，做好本职工作，恪职守，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党的光辉形象靠党员的共同努力来增彩，党的
利益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我将以此警示自己，防微杜
渐，警钟长鸣，牢牢树立勤政为民、廉政为民的思想观念，
真正做到上不负党，下不负民，为实现全面建设械社会的奋
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篇四

1月12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摄制的纪实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一集《擘画蓝图》在央视
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播出后，反响热烈。

这部反腐大片制作精良，解读权威，第一次将多名“老虎”
查办的细节公开亮相，尺度不可谓之不大。“暗号、接头、
密谈，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被调查前往下水道
倒年份酒”“带着涉案款物投案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
先后4次主动交代有关问题”“父子齐立案、全家被调查，全
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
荣万分纠结后主动投案”等案例的成功查办，展现出了国家
监察成立后的反腐力度和反腐成效，各级监察委员会用实际
行动向党和人民提交了一份满意答卷。面对镜头，曾经的高
官追悔莫及，深刻剖析自己严重违纪违法的根源，从内心深
处深深忏悔……有网友表示，这不仅是一部纪实专题片，更
是一部深刻的警示教育片！教训深刻！直击人心、撼动灵魂！

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成绩斐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查调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近24万个，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31
万个、处理18.01万人，追回外逃人员4997人……同时，在反
腐败高压态势和政策感召之下，越来越多涉嫌违纪和涉嫌职
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党员、监察对象选择主动投案，截至20_
年6月，共有8700余名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投案。真正把监察体
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正
在日益凸显。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继续忠
实履行职责，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不断巩固扩大反腐败
斗争成果，用实际行动赢得党心民心。

观看廉洁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五

“投机取巧虽然一时风光，但正义的审判从未缺席，人都要
为自己的行为和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观看完由云南省纪委
监委宣传部和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警示教育片
《政治掮客苏洪波》，心中不免产生了以上的感慨和体会。

身为一名受党和组织培养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对于苏洪波
这个为云南政治生态带来灾难性混乱的源头，早有耳闻，这
次通过视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他是如何以一个普通商人的
身份，通过各种钻营和忽悠，拉拢了一大批身居要职的领导
干部，严重扰乱人员任用和选拔制度，污染着整个云南的政
治生态的勾当，心中的怒火是强烈的，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
曾经多年盘踞云南，搞风搞雨，感到无比痛心。同时，看到
这些妄想扰乱党和国家正常的组织机制，搞圈子文化、山头
主义的罪魁祸首落网，实在大快人心。

观看这个视频，是对自身的一次政治觉悟的洗礼，对于在xx
县人社局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来说，起到了深刻的警示意义。
从这次的教育过程中，我也有了极大的感悟和体会，现总结
如下：

一、做到风清气正，才能根基稳固



无论身居何位，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点毋庸置疑。我
们的追求和理想，应当是如何在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者，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好务、
办实事、解难题，而自身职务的迁升，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
老百姓的口碑，而不是靠着去依附于某位领导干部，进入某
个权力圈子就能够实现的。在思想认识上就必须树立起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通过真抓实干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
真的工作作风，来体现出自身的能力和作用，以此来丰富自
己的政治资本，到更广阔的平台上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真真正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创利益、求发展，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做到脚踏实地，才能勇往直前

身为一名领导干部，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自身的岗位和职
责之上，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创造和县域经
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
前走，这样才能保证不走歪路、不入歧途。同时，作为单位
主要领导，更是要将“一岗双责”深入落实到位，不仅要保
证自身的清正廉洁，还要承担起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在整个
组织内部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让
所有人都能够将全部的精力发挥到实际工作中去，严格按照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关于廉洁从业的相关规定要求去做，成
为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的苦干者、实干家，将xx人社事业推
向新的高峰。

三、做到真听真信，才能砥砺前行

物质生活的贫瘠并不可怕，思想上的贫瘠才是真正要命的。
在平日的理论学习方面，不只要将目光聚焦在自身的职责和
使命有关的领域中去，更要对党和国家所提倡的政治建设、
法治建设、思想建设、廉政建设等内容做到真听真信，不断
提升自身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不给任何腐化分子可
乘之机，将所有的诱惑和误导扼杀在萌芽状态，杜绝任何贪



腐的可能。只要我们自身的气场够正，够稳，够坚定，就一
定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廉洁奉公
的领导干部，受到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好评。

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我们的能力适应更广阔的平台、更能
发挥作用的位置，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合理的安排，要相信党，
相信组织，相信国家，相信人民，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
是金子总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总会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和空
间。

清正廉洁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是需要时
刻警惕，并且长期坚持努力去践行的。身为社会的一份子，
时刻都要明晰自己的政治身份，严守底线、不越红线，将任
何思想意识上的不正当的苗头立即制止，不能有一丝麻痹大
意和侥幸心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要铭记于心，
更是应当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不因恶小而为之，防止最终酿
成大错。

只要身正、气正、意正，我们的影子就不会斜，我们的意志
就不会垮，我们的心态就不会崩，那样，就没有困难和敌人
能够腐化和侵害我们，我们脚下的共产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
顺畅，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