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院公共卫生工作总结报告(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观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观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永远在路上观后感篇一

《零容忍》专题片共分为“不负十四亿”、“打虎拍
蝇”、“惩前毖后”、“系统施治”、“永远在路上”五个
主题，选取16个案例，通过14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
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
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进入新征程，各种诱惑和考验巨增，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要保持清醒和坚定，扎根群众、警钟长鸣，才能在各种
诱惑面前不迷失方面，才能向中华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警示片用历史的变迁、当代腐败的鲜活事例生动的展现出国
家对腐败的零容忍。短片归纳出三点，教会我们保持党员的
纯洁性，好防腐、反腐：第一，坚持零容忍，是中国共产党
人反腐败的基本态度；第二，坚持零容忍，是对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第三，坚持零容忍，必须做好
反腐败的基础工作。

通过观看电视纪录片《零容忍》，从巨贪刘国强、陈刚到刘
川生，我感触颇深，也颇受震撼。他们原也有为国做贡献的
初心，但他们被贪欲、被权力、被私心蒙蔽住了，迷失了自
我，将党纪党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抛之脑后。这些腐败



案件，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党组织，付出的代价都是
沉痛的。但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铭记。作为年轻一代的
我们，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珍重干事的平台，
珍惜难逢的机遇，真爱自身的品行。

永远在路上观后感篇二

永远在路上第2集在10月18日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观
看了永远在路上第二集以上率下你有哪些感触呢?下面是本站
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xx永远在路上第二集心得体会。

反腐会不会或者什么时候会降温?这个“反腐之问”时时出现
于国内外互联网上，并伴随着各种江湖版的猜测解读。“永
远在路上”，这个片名也许是一种答案。第一集《人心向
背》，所呈现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反腐决心，在周本顺、白恩
培、李春城这些曾经的高官讲述中，我们还看到了腐败之所
以发生的内在逻辑。

比如人性弱点。白恩培说起他的腐败动因，特别提到商
人“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
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眼热
攀比，人之本性，常人如此，官员也不例外。对于这样的人
之本性，教育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当权力和诱惑都足够大，
单纯的教育就会显得苍白。

一个个活生生的贪腐案例，不过是证明一个常识：党员干部
并非天然境界觉悟高，觉悟和权力大小成正比更是一种奢望。
尽管人性弱点，绝不是贪官腐败的借口，但从反腐的角度讲，
这是必须要正视的。人性共通，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有犯错
犯罪的“本能”。腐败永远可能发生，反腐自然只能“永远
在路上”。

再如制度漏洞。周本顺关于“站台”的说法令人印象深



刻：“我出个面帮他站个台，一起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这个事都会办得通”。简单一
句话，道尽现实的复杂，反腐的困境。尽管权力的“笼子”
在收紧，但永远都可能有疏漏。再怎么细化规定，也难以严
密到不允许官员和别人吃饭的程度。

因而，反腐不能局限于“盯人”，重要的还有“盯事”，如
果现实中的很多事，不是谁权力大听谁的，不是高官“一言
九鼎”，那很多腐败就可以避免。从这些贪官的讲述来看，
腐败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技能，无非给商人站台、亲朋“搭
权力便车”等，这就意味着制度还不够严密，即便从提升反
腐效力的维度，反腐还极有必要“永远在路上”。

那些曾经位高权重、始终容光焕发的官员，如今镜头前一副
尘满面、鬓如霜的样子，常人看来都觉唏嘘，官场中人也许
更有感慨。这是该反腐专题片的价值之一。这些贪官的本色
出演，把腐败的风险和可能的落寞结局，演绎的非常到位。
从教育的层面说，可能比发文件、开会宣讲的千言万语更有
直接效果。

在xx届六中全会之前，这样一个生动而又耐人寻味的纪录片
播出，传达什么信号，不同身份的人自会有不同解读。根据
此前预告，六中全会将研究的重点议题是“从严治党”，看
来所谓“反腐降温”更不可能，值得关注的是反腐将以什么
样的方式延续。《永远在路上》还在继续，也许从这些“巨
贪”的演绎中，可以进一步反思过去的问题所在，探寻未来
的希望所在。

1.从小处、细处着手

所谓从小处细处着手即是从具体问题抓起，从小事情、具体
的事情上切入，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来，中
央纪委抓从从小处、实处抓起, 循序渐进。通过从小处、细
处入手，积小赢为大胜，有效遏制了贪污腐败之风，树立了



党的威信，赢得了党心民心。

2.反腐倡廉重在“常”、“长”二字

“ 常”、“长”二字，深刻揭示了反腐倡廉、治理腐败的内
在客观规律。“常”字强调的是要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和政府
工作的常态，“长”字强调的是对于腐败问题要持久抓、反
复抓、长期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抓长、长抓，
持之以恒，使腐败治理长效化。

3.抓早抓小、严管厚爱

过去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贪污腐败的邪路上越走越远，在
贪腐的泥沼中愈陷愈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组织提醒不够、
教育不力，对党员干部从小问题上、细节处从严要求，早发
现、早提醒，既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
爱和负责任的表现。

4.“老虎”、“苍蝇”一起打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方面要大力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案件，另一方面又要切实解决普通民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老虎”、“苍蝇”一起打有助于增强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实效和长效。

总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三年来取得了新的重大
成效，“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压倒性态
势正在形成。”当然，当下腐败问题依然存在，从全面从严
治党依然在路上。但是，我们有理由坚信所言，“只要我们
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
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

中纪委携手央视，于晚间黄金时间联袂打造反腐倡廉纪录
片——《永远在路上》。曾居庙堂之高的白恩培、周本顺、



李春城三只重量级“大老虎”接受采访，在镜头前为自己所
犯罪行深切忏悔，情至深处禁不住老泪纵横。其中给人印象
深刻的莫过于身陷囹圄的“衰老”，联想起昔日的位高权重、
意气风发，真可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反腐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专题片的
播出，明确透露出党中央对反腐败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断然打消在贪腐问题上思想动摇的侥幸心理。再考虑到该专
题片播放的时间，是从10月17日开始到25日结束，恰好xx届
六中全会档期是24日至27日，全会主题便是研究全面“从严
治党”大课题。不难揣测，《永远在路上》反腐纪录片是在
为xx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造势，也等于为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提前预热。

纪录片首集便火力全开，直接曝光落马官员的贪腐猛料。堕
落方式虽各有不同，但理想信念缺失无疑是他们滑向贪腐深
渊的重要推手。白恩培禁不住个人私欲，最终落入豪宅名车
的物质诱惑陷阱中;周本顺由于放纵对子女的溺爱，“从小就
痛恨贪官”的他最后却变成自己讨厌的模样;李春城重干事而
轻廉洁，“大节不亏”的侥幸心理让其丧失了对腐败的警觉
性，使其因贪腐草草收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当理想败给
现实，即使干再多事，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和信仰，也只会越
走越偏，成为党和人民所不齿的反面教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纪委推出《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
纪录片绝非让广大领导干部干巴巴地当个“看客”，真正触
及广大干部内心的灵魂才是应有之义。看着这些落马高官，
哪一个曾不是叱诧风云，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但他们因攀比
心态、侥幸心理，思想信念动摇了，禁不住诱惑，耐不了寂
寞，最终却身陷囹圄而自身难保。真应了孔尚任《桃花扇》
中那段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每一名公务人员在入职前和升职前有必要切切实实把自己摆
进去，真切去感受、去思考贪腐后落马的凄楚境地，真正从
心底根治“不敢腐”的恐惧感。



腐败是高压线，党中央刮骨疗毒的勇气不可小觑。希望领导
干部不仅看懂党中央的良苦用心，更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绝不成为下一个倒在贪腐高压线的官员。最后借用林则徐虎
门销烟的一段话与君共勉，“尔等更当触目惊心,如再观望迁
延,以身试法,则是孽由自作,死有余辜,毋谓言之不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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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路上观后感篇三

近日，看了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
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些十
八大之后落马的高官，为官之初都是讲政治讲党性讲奉献的
好干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违纪违规
开始，从侥幸心理开始，因为违纪违规没人及时制止，最终
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因觉得小贪小腐无关痛痒的侥幸
心理没有得到及时警醒，最终发展成贪得无厌也能心安理得，
最后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而不自知。当然，认真分析这些高
官一步步走上犯罪的原因，主因还是他们主观上放弃自身修
为，把理想信念抛弃脑后，忘记初心，忘记宗旨所致，但试
想一下，如果能将时光倒流，当他们第一次违纪违规的时候，
当他们的贪腐欲望还没有膨胀的时候，有党组织找他们谈谈
话，有身边的同志在旁边给他们扯扯袖，他们中的有些人也
许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人都有欲望，关键在于自我把控，无法自我把控的则需要外
力帮助，这就是监督。而谈话提醒是止欲反贪的第一道防线，
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首要监督，谈话提醒应当成为党内政
治生活的常态。

一是要建立并严格落实“四必谈”谈话提醒机制。即有问题
苗头必谈、有信访举报必谈、履责不力必谈、轻微违纪必谈。
谈话以党员干部所在党支部为第一阵地，发现苗头问题在支
部内及时谈话提醒；对于信访举报经调查属实的，要依法依



纪依规作出相应处理，对经调查不属实的也要谈话提醒，让
被举报者全面查找自身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对履责
不力的由上级党组织进行谈话提醒；对于轻微违纪的党员干
部由纪检机构负责约谈。通过“四必谈”机制对党员干部达
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目的。

二是要注重谈话方式。谈话可以采取个别谈话、集体谈话、
专题批评会等方式进行。谈话要突出问题导向，针对事件本
身查找原因及危害，防止借题发挥；批评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要实事求是、严肃坦诚，既让受批评者红脸出汗“长记性”，
也让其他同志从中吸取教训，自觉严起来、紧起来，在党内
政治生活的熔炉中锤炼自己的品行。

三是要对谈话对象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谈话不能
一谈了之，谈后既要观其言，更要观其行，确保每一名党员
干部都能真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自觉做到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时刻把警示永存心里，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在行动中严守红线，在生活上
保持清心寡欲，远离诱惑。对谈话提醒后仍然再犯甚至顶风
违纪的，要根据情况从重处理。

永远在路上观后感篇四

昨晚看了央视播放的中纪委《永远在路上》第一集，主要讲
了落马老虎白en培zhou本顺李chun城的腹败“事迹”，感触
良多!  这些人能走上省部级高位，自然与他们的能力水平
有很直接的关系——他们曾经是体制内德才兼备的佼佼者，
在地方、行业做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基层群众
的褒奖，因而才能步步高升走上了地方大员和行业领袖重要
岗位。

xxx三十九岁即是延安地委书记，省部级业已二十多年;zhou
本顺真正贫寒家庭出身，也是三十九岁成为副厅级干部，在
执政邵阳时掀起打黑风暴获得了省内外很好的口碑;李chun城



四十挂零成为哈尔滨副市长，也属于年轻有为意气风发之辈。

然而，走上省部级，他们在这个既可以做大事又可以做大官
的职位上，又无一例外放松了警惕懈怠了要求，成为了理想
信念的背叛者和糖衣炮弹的牺牲品，最终锒铛入狱铁窗内了
此残生，成了中纪委教育党员干部的腹败典型和反面教材，
真为他们晚节不保唏嘘叹息!  分析他们堕落原因，我们习
惯从内外因两方面寻找。

内因不用说了，我感觉一个导致内因质变的主要外因就是，
他们权力太大了，绝对权力必然绝对腹败，同时他们离大款
也太近了，近的不分你我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金钱投其所
好，送来无数灯红酒绿糖衣炮弹，权力为金钱背书、站台、
开绿灯，二者相互利用，彼此信任，这基本成了腹败定律。

殊不知，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其实非常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即
分崩离析各奔东西!看看这三个人：一个商人不知通过什么办
法走进了省委书记家，天天陪着白en培老婆打麻将，直到爱
好玉石(谁不爱好呢)的白夫人张口说看上了一个价值一千万
的玉镯，商人二话不说买下一个一千五百万的玉镯送来!一千
五百万，哪里是什么玉镯，分明就是一张畅行云南的“通行
证”啊，这生意值啊!

zhou本顺热衷于各类宴请，与老板们过从甚密，甚至直接向
一些老板以“借钱”名义索要巨额资金，其中他向湖南一位
老板一笔就“借”了一千多万!在这集专题片中，李chun城说
了一句经典的话——“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
可惜啊，他明白的太晚了，近四千万受hui款不仅上缴国库，
还被没收了个人全部财产!  一些大款商人在腹败案件中扮
演了极不光彩或者说是罪恶的角色。

他们像个逐臭的苍蝇，天天围着那些有缝的散发出异味的坏
蛋发动一次次猛攻，可说常无往而不胜，鲜见有久攻不下
的“上甘岭”。



他们是贪婪的，贪婪得无以复加，像个毫无理智只为金钱的
野兽魔鬼，你只要落入他们魔爪，想挣脱都难，为了金钱他
们可以无所顾忌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绑架权力为我所用!
官员只要被他们沾上，再想金盆洗手重新洗白几无可能——
他们先用一块骨头引诱你，然后就是牵着你为他们的贪婪服
务，不把你手里的权力油水榨干，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

马克思说过，原始的资本积累都是罪恶的，用这句话形容第
一批致富大款中的某些人应该不为过。

环顾四周，那些头脑空空四肢发达凭胆大卖狠致富的人，不
少就是靠钻法律政策空子完成了最初的财富累积，但他们的
个人素质特别是道德伦理底线却没有与时代同步提升，仍然
停留在原始蒙昧状态。

自古官商两家。

虽说历史上官与商勾结里应外合从而富可敌国的`故事不胜枚
举，但一个绝顶聪明真正有大智慧的官员，是不可能与大款
商人如影随形称兄道弟的。

官有官德，商有商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井水不犯河水，不妒不羡，气定神闲，才是王道。

营造好投资创业好环境，为经济实体和各色人才解决问题保
驾护航是地方的职责，除此之外，不应再有什么拉拉扯扯苟
苟且且，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最好。

永远在路上观后感篇五

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大陆中央电视台特别
推出「永远在路上」的大型反腐败专题片，并首次公开了原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落马后的画面。藉以显
示由中共领导的反贪决心，以此告诫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事关「人心向背」，打击腐败「永远在路上」。

这部8集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由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宣传部和中
央电视台联合制作。首集「人心向背」在17日播出，强调中
共反腐决心。电视特别引述的讲话强调：「人民把权力交给
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
做，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
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
的仗」。

9成民眾满意打贪效果

电视专题并提出，__年大陆国家统计局在22个省区市开展了
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1.5%的大陆群眾对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表示满意。而__年这个数字
是75%。3年时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说明人们对反腐败的
信心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第1集中，专题罕见的播出了多名因贪污落马的告白。例如
原中共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白恩培的忏悔，他表示在其担任
云南省委书记后，在和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產生了心理不
平衡。「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了私
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为六中全会鸣锣开道

专题还特别重提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谈如何避免治乱兴衰的规
律，引出毛泽东自信能跳出歷史规律靠的是人民起来监督。
因此反腐败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就是为了不让人亡政息的歷史重演，它关乎那4个字：「人心
向背」。

专题还特别提到了周永康，____，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
苏荣等高级领导干部落马，表明了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为即将召
开的六中全会从严治党鸣锣开道，为中共领导层设立「政治
规矩」的基调做出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