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优

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我们想
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篇一

20xx年5月28日，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人民共同意志
的法典，这是一部写满14亿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的法
典。生活的温度，在法典的一字一句之间流淌。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民法典》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公
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
编纂民法典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通过对我国现行民
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整合、编订，形成了一部适应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
结构严谨的法典。《民法典》不仅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法
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
展，也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
的是保障人民权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民群众在民
主、法治、公平、安全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希望权力保护
更充分。从民事权利保驾护航，到物权的严格规定；从合同
法的详细分类到人格权的强力保护；从婚姻家庭的琐碎到继
承的合理调整，《民法典》的颁布健全了民事权利种类，形
成了更加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立图保住群众的“钱袋子”，



美好生活的“菜篮子”。从高空抛物侵权到“套路
贷”、“校园贷”恣肆，从网络支付到婚前财产处理，《民
法典》回答了新时期遇到的新问题，新难题，不断加强法律
的前瞻性，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弘扬家庭美德，更好的维
护公民合法权益，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安全感。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检察机关干警，要牢牢把握“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首先加强
自我学习，认真学习民法典内容及相关精神，学法、懂法、
知法、用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穿到工作始终。自觉通过
各种形式加强民法典理论学习，强化法学素养，不断提高依
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法律，
提高检察机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
民的权益不受侵犯。

君不见生活琐碎悉数写进民法典，提高了法治服务能力；产
权登记让群众吃下定心丸，保障了合法权益；君不见婚姻家
庭鸡飞狗跳，民法典前瞻后虑，保全夫妻双方利益。民法典
打开人民群众的幸福之门，锻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体
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以“民”为本，以“和”为
中心，让群众驶入幸福美好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篇二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
法地位正式确立。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八次
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如今，国家监察法审议



通过和颁布实施，使各级监察委明确了职能职责和监察范围，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新时代监察官手中也握有了
执法之剑，惩腐利器。这充分体现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反腐
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
护，是大势所趋、事业所需、人心所向，是探索中国特色监
督制度的重大创新之举。

作为纪检监察系统的工作人员，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对监察
法中关于监察机关的基本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
权限、监察程序等基本内容要深入学习，牢记于心，不断提
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结合实际学思践悟，要深刻把握监察法颁布实施对纪检监察
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格的要求加强自
身建设，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让群众看到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其次，要用好手中这把利器，要突出监察办案第一要务，依
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积极查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以突破案件来实践监察法；坚
持纪在法前、纪比法严，平常监督立足于早，着眼于小，惩
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最大限度减少存量腐败、遏制
增量腐败，做到防患于未然；坚持对“关键少数、关键岗位、
关键环节”做到全方位监察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特别
的是农村基层存在的危房改造、涉林、涉农等领域侵害民生
民利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做到监察向基层覆盖。

，牢记使命，以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勇气，维护良好的党风、
政风、民风，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保驾护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篇三

20__年3月20日，第__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监察法把党的____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
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监察纳入
法制化轨道，监察体制越完善，监察覆盖面越广，就能越好
地维护群众的利益。

纪检监察干部应该把学习宣传监察法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充分认识监察法的重要意义，树立执
法者必先守法、监督者必先监督自己，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严格履责，平常监督立足于早，着眼于小，多做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的工作，发现苗头及时提醒，防微杜渐、防患于未
然。纪检监察干部要学好监察法，敢于动真碰硬，做好打铁
人，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提供纪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篇四

20xx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
来。这是人类法治浓墨重彩的时刻。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
的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是当之无愧
的国之重器，是中国法律的鸿篇巨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招
牌商标，甚至是人类法治史、文明的一桩大事件。

民法典是中国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具有中国
特色的法典，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一部真正属于中国
人民自己的法典。民法典将一个中国人从成为胎儿时所带的
权利，到离世时拥有的权力和该尽的义务，涉及到人身、人
生、财产、亲友夫妻关系、知识产权、企业等方方面面可能
接触到的法律问题都尽可能涵盖进去，它不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通过今后的司法实践和民众反馈，通过未来无数的案例
和立法者、释法者不断的补充，终将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生
活百科全书。



一部好的法典，必然要紧扣时代脉搏，映射伟大时代的奋进
征程。民法典的编纂不仅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更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
“时代之问”“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嵌入和映照着整个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脉络，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进一步提升，对公平正义、民主
法治等的需求更加强烈，需要维护人格尊严，不仅要吃得饱，
穿得暖，还要活得有尊严、有体面，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
保护的需求也更加强烈。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实现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场“盛世修典”，记录下时代发展的
印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树立了法治中国新标杆。

民法典的出台，全面强化了对人民群众人身权、人格权、财
产权的保护，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民法典
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更好地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
利益、人民的意志，对生活、消费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一予
以解答，对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许多问题明确回应，丰富地
展示了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真正用来解决和调节现实
生活中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回应社会
关切，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民法典也为民事规范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稳定的架构，有利于
司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法典的灵魂在于体系性。民法典的
系统化，意味着民法更加专业、全面、协调、为更多人熟知，
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进一步指导人们从事好社会生
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通过合
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
本的规则依据，更提供了稳定的价值体系，体现了现代民法
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
有序的制度安排。



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民法典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保障。
体系化的民法典不仅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
及逻辑自足性，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
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的矛盾冲突。此前我们往
往在“找法”时无从下手，在众多单行法、相关司法解释及
行政法规中难以抉择，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
解”现象。今后，通过领略民法典的规则和精神，法官就可
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我们检察人员也更容易刑法与
民法的界限、从而区分罪与非罪。

当然，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对民法典必然会有不同的见
解，因此，学好民法典，是法律工作者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名检察人员，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都要不忘学习和
运用民法典，同时对身边的人和案件中遇到的当事人积极普
法，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民法典保障自己的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心得体会篇五

2018年两会之前，人民网推出两会调查，“反腐败斗争”蝉
联热词榜榜首，两会调查街采中，“基层反腐”成为各地网
民较为关注的话题。两会期间，党和国家热切回应人民群众
的期盼，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反腐败的新战略、
新部署、新动态上向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此次宪法修改的一半内容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相关，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新增了“监察委员会”一节，
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有利于建立集
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国家监察法的通过将宪
法修改所确立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作为一部反腐败国
家立法，对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新增国家机构监察委员会，选举了首任国家
监察委主任——杨晓渡，至此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实现了有
机统一，这将进一步增强党内监督实效，深化党和国家的自



我监督。

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针对
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监察委是行使国家监察职
能的专责机关，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针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委同纪委合署办公，能有效解决监督覆
盖面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形成监
督合力，扩大监督范围，增强监督实效，推动反腐败工作向
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方向持续发展。

可以看到，不管是纪委还是监委，首要的职责都是监督，目
的是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是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成为常态，这正是加强监督的题中之义。无论是对党员干部，
还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纪检监察机关都要加大廉
政教育力度，对其依法依规履职、秉公廉洁用权以及道德操
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敲响警钟，细心发现问题，全力
提醒纠正，防止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小错误发展成大祸患，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内、放在监督的视角下，让权力更好
的为人民服务。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托孤遗诏特意
强调不要轻视小事。纪委监委开展日常工作，一定要从小处
着手，不放过任何违纪违法失职渎职的苗头，因事而治、对
症下药，做到抓早抓小，立改快改，常态常用，把人民群众
痛恨的腐败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萌芽状态，对广大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常提醒、常告诫，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
加大监督力度，让监督成为反腐败的第一防线。

“打铁必须自身硬”，监察机关也必须接受监督，就像人大
代表张硕辅所言“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始终在严格的内部监督
和全面的外部监督之下运行”。通过人大监督、民主监督、
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内部监督等，实现对“监督者的监
督”，有利于纪委监委在预防腐败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



动全党上下和全体公职人员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性，让反腐败
的防线越筑越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