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品德品行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总结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品德品行工作总结篇一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
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是继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
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
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政治、有信念，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理
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敌人。在现实中，有
的党员在思想上有懈怠松动，理想信念模糊，缺乏共产主义
信仰，精神空虚，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党员干部不学习党章，
不理解党章，导致行为没有准则，衡量没有标准，做事没有
依据，不能明辨是非，立场不坚定，成了“墙头草”。俗话
说，“党员不抓，一盘散沙;党员不优，组织堪忧。”要做一
名合格党员就要坚定政治立场，坚守理想信念。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规矩、有纪律，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一
些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吃拿卡要，与民争利，甚至身居
官位尸位素餐，为官不为，严重影响党员形象。这就是没有
规矩，不守纪律的表现，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党规党纪，要
把党章党规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具体遵循，要学原文、悟原
理。时刻绷紧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这根弦，要真正做到把从
严治党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道德、有品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不
仅要学习党章党规、《准则》和《条例》，还要做中华民族
优秀道德品行的传承人。要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
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
线。要时刻用正反典型来教育警示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
真正自己的思想、行动符合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奉献、有作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
一名党员干部就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情
怀，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伏身甘为孺子牛”精神，要
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品质。在党的历史
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讲奉献，有作为的好干部，好模范，
他们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前行的路标，我们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热门推荐：讲道德有品行心得体会文章

品德品行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以来，党中央在号召全体党员“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中，倡导所有党员要做“讲
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
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四讲四有”是一名合格党员的核心
要素，是新时代党员党性的客观要求，作为一名党员，对照
自己的日常工作，我认识到，我们每个党员首先要自觉做到
讲政治，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上要有进一步的提高和认识，下
面谈谈我这次学习的体会：

一是在组织上讲政治。在组织内部，讲政治是对党员第一位
的要求，政治上的明白是最大的明白，政治上的成熟是最好
的成熟，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始终坚定
理想信念，在政治上做一个明白人，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自
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组织保持一致，坚持做到令行禁止，



行令畅通，决不歪曲和变通。个人利益服从大局利益，明辨
是非，坚持原则，同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进行斗争，做
党的理论的忠实实践者，方针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政策原则
的坚定维护者，确保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是在工作上讲政治。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程序、按规
矩办事，该沟通沟通，该请示请示，该汇报汇报，不能随心
所欲，乱了章法，要时刻保持工作上的主动性，努力做到雷
厉风行，立说立行，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工作，坚
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积极帮助
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新要求。

三是在生活上讲政治。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我党的克敌制胜的法宝。生活中，不讲排场，不摆阔气，
注意生活小节，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要与自己的身份相适
应。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生活小节面前严格自律，
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握住小节，守住底线。作为一名党员，
我们每个人的形象都代表了党员的整体形象，在新的历史时
期，新的形势下，更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坚
持“三严三实”，“两学一做”，进一步转变作风，遵守邳
州市及陈楼镇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做一名“四讲四有”的
好党员，为陈楼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讲道德、有品行，是做人之本，更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注重道德
修养，追求高尚情操，重视家风建设，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
亮节，保持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和生活方式，始终做到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切实做生活上的正派人。

何谓品行?“品”即品德，“行”即行为，品行就是人的道德
情操，是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理念、思想、认识和品质
等，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在素养、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百
行以德为首。”品行既折射着党员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作风，也反映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毛泽东同志
说，“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应当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道德品行乃做人之本，成事之基。

党员干部的道德好、品行端，则作风正，就能自觉抵制各种
不良习气，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始终做到清正廉洁。

“盖要利达，须力学修德”，道德建设，贵在养成，需要终
身学习和修养。每个党员都要上好道德修养这一人生必修课，
注重道德实践，行善积德。修德是一项基本功。要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要把道德要求
转化为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律己之心”，把个人兴趣、爱好、欲望等一言一行，严格纳
入时代的道德范畴之中，真正树立高尚的品格，切实做到严
以修德、以德立身，坦坦荡荡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多一些
襟怀坦荡、少一些患得患失，多一点浩然正气、少一点私心
杂念，守住人格尊严、守住做人的底线。

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核心是其所具有的为他人、为集体、
为群众的献身精神，更是一名优秀党员干部最具感染力的人
格形象。“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要追求高
尚情操，注重情操修养，远离低级趣味，保持健康向上的良
好心态和生活方式。要清正廉洁，恪守老实做人、清白为官
的道德底线，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要敢于担当，
做到“夙夜在公、心无旁骛”，关键时刻拉得出来、顶得上
去，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要勤政务
实，坚持真干实干苦干，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
追求积极向上健康的生活情趣。要为民服务，始终保持一颗
公仆心，以公仆之心鞠躬尽瘁，以赤子之心执政为民。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养，良好家风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家风
浩然敦厚，才有作风严实清廉，家风正才能作风正、律己严、
行得正。要重视家风建设，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做到
自身清、家人清、身边清，用“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
子孙谋”的高风亮节来对待“齐家”与“治国”，切实以家
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和睦引领社会和谐，以家庭清
廉维护一生清誉，始终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热门推荐：讲道德有品行心得体会文章

品德品行工作总结篇三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
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
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
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含义：
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治理的道，
这个“道”不是“道德修养”的“道”;二是儒家君子个人应
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因此，道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离开君子的身体，不是今天在这里遵守这个行为准则，明
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这个行为准则;人多的时候做一套，没有
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你
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
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
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



从这点上我们能看出，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
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所谓诚其
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
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
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
要做对的事情。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
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如果我们像
追求天性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在负担的任
务，就是不对的。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
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
何时候都一样，而小人则不同，小人在一个人时喜欢干点坏
事，但当他见了君子，他就怕别人看到他坏的地方，于是把
坏的地方掩盖住，突出他自己的优点，而这优点可能是伪装
的优点。《大学》中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
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
是说，做坏事，外人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可是归根结底自己
做了坏事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
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

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有一个特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
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
样，中国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去约束，
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
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和
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
道德来管人;西方强调不要让人干坏事，中国强调让大家都成
为圣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
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____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
德要求等;而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
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
个人。中西方的区别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国更强调个人
的道德，西方更强调外在的制度约束。因此，不要总是把中
国和西方割裂起来去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特点。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
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
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
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
《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
以看出，用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
慎独是一个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
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同时要自我约束，时时刻
刻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现这种儒家传统。杨震是东汉
时期的官员，字伯起，东汉弘农郡人，曾任荆州刺史、东莱
太守。在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
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看到黄金很生
气，他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
之所以把你举荐给朝廷，让你为官，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品行，
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杨
震自己，但王密却是“君不知故人”。随后王密说：“暮夜
无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没有人知道，就收下黄金吧。杨震
又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非
常羞愧地走了。杨震是在强调，你送我十斤黄金，两个人都
是在做坏事，既然两人都知道这是在做坏事，怎么能说没有
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在
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
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杨震说这句话的
含义。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现的是已经
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坏事呢;而现在影视剧中表达的
含义却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没别人知道，就
可以随意做坏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其实是讽刺。因为天
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句话关键是在强调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们不能再去做坏事，而不是说没人知道，我们可以随意做
坏事。



那么，儒家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修养呢?因为它不仅是对于君
子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治国的重要性。个人的道
德修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和基础，儒家的国家治理理念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先要修
身，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齐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
族，让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运作，他才能去治理
国家;最后，不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大臣，只有治理好国家，
最终才能够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而
是一个使动动词，叫做“使天下平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就是使天下平和。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
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
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对于西方来说，先有氏族，氏族还是血缘关系;
后来氏族变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缘了;部落又变成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先有家庭，家
庭慢慢发展变成氏族，氏族通过分封制将子孙分封到全国各
地，构建起了国家体制。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
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黄帝分封了自己的25个
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国家，这些国家又都听他的。最典型的
是西周，西周实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个诸侯，据统计，
这些诸侯中有600多个都是姬姓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
是通过这样的分封方式，把一个家庭的结构布散到了整个中
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长江流域，形成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因此，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
西周依靠宗法制来治理国家，宗法制说白了就是家法。虽然
后来又发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总体上并没
有脱离依靠皇帝个人的人生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强调
治家、治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用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治理
整个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
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
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
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
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
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
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
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
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
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
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
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
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
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
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
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
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
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
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
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
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
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
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



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
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
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
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
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一个叫平等，
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
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
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
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
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
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内容上有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
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有自己的内容，有从马克思主义这延伸下
来的东西。

二是我们现在不仅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设，并且这
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古代儒家道德修养来说，古代在治国上
完全依靠道德修养。而我们既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
设，两者缺一不可。

有人说，中国在古代时只强调道德修养，不注重制度，因此
出现了很多问题，要学西方。结果只顾制度建设，不要人的
道德。实际上，如果人的道德出现问题，一样能够找出空子。
因此，现在我们在治国上主要还是靠制度，但是同时也强调
道德修养。



曾指出，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
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
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
须做到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提高道德修养，关键在于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而不仅是要
有外在的制度约束才有好的道德修养，更不能以制度不健全
为理由来解释自己道德标准、道德修养低。

下一页更多相关精彩内容！

品德品行工作总结篇四

道德品行是我们立身之本，处世之基，成事之道，做人的根
本。下面小编整理的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教师
心得体会，欢迎借鉴。

在这次文明礼仪学习后，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平时的工作
中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到位，从小小的鞠躬礼到文明用
语，似乎我们都有太多的忽略，比如在平时工作中鞠躬礼不
标准、文明用语声音太小、面部无表情等常见问题我们好象
都没有多加注意。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应真正地做到“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力求做好每一件事。当然，这不仅是单单要求
我们文明礼仪方面，还包括业务水平方面，我们应在提供文
明服务的前提下认真学习和掌握各种文件，真正为车方营造
一种良好的收费氛围，让他们真正地感受到我们的真诚!

教师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心得体会

中央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方案提出，做合格党员，
就是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



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
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其中，“讲道德、有品
行”是做合格党员的重要标准之一。俗话说，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讲道德、有品行，就是做人要实，光明磊落。对于党员来说，
就是要忠诚老实、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实
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一要做老实人。共产党人做老实
人，就是要忠实地面对党、面对组织、面对人民、面对同志。
二要说老实话。说老实话，就是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
错误不隐瞒，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切实做到言行一致、知
行统一。三要干老实事。广大党员要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以大局为重、以发展为要、以民生为大，对工作
尽力，对岗位尽责，对事业尽心，崇实干、用实劲、求实效，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戴。

讲道德、有品行，要从慎初、慎小，从小事做起。党员的作
风养成，要从日常处着手，从点滴中做起，从小事上破题，
从细节上加分。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带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带头恪守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自觉远离低级趣味，坚决
抵制歪风邪气。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
课，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立德、修德、践德，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守住做人、处事、交友的底线。

讲道德、有品行，说到底就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公、私二字。
能不能做到严以用权，有没有正确的权力观，是不是真正处
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十分重要。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思想源头
上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切实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权和
法的关系，时刻要对手中的权力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
所止，真正做到为民用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



部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一次重大实践。“做
合格党员”是每个党员入党后始终面临的政治课题，而
今，“两学一做”已成为时下的一个政治热点，我们必须按
照新时期“四讲四有”的标准，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讲政治，有信念。做合格党员，首先就是要解决政治合格的
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和看齐意识。当前党内仍有不少同志存在政治立场不坚定、
理想信念动摇、党的观念淡薄等问题。在“十三五”这个关
键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作为学习
教育的一个根本要求来贯彻，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对党绝对忠
诚，坚定不移地向党中央看齐，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
治立场，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把爱党、护党、为
党落实到一言一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讲规矩，有纪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来，中
央大兴反腐之风，一大批领导干部因违法乱纪被彻查而纷纷
落马。谈及腐败，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坚守“底线”，不少干
部都是心存侥幸，善于用“手段”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在
贪欲面前纵容自己，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变着花样收敛钱
财，腐败之风不减，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的纪律。
党员干部作用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
的形象和作风，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规矩，依法办事，要时刻
用党章党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廉洁从政，做到不踏红线、
不触高压线，要时刻手握戒尺，心存敬畏，常常“照照镜
子”“正正衣冠”，擦亮双眼，自觉抵制市场经济“糖衣炮
弹”的攻击。

讲道德，有品行。加强道德修养，增强政治品性，既是对党
员干部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党员身份代表的就是一
种“标杆”、一种“模范”，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群众
的监督之中，因此需要慎言、慎微、慎行，模范践行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抵制诱惑，客观公正，做到言行



一致，真真切切地做百姓的公仆，为百姓谋福利做实事，不
断修炼自身的道德定力。

讲奉献，有作为。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是我们入党时，面
对党旗发出的宣誓，崇高的理想信念要转化为现实行动才有
其实际意义。“十三五”时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关键期，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切实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知行合一，干一行爱一行，把争做合格党员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实际行动，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特别是在日常工作中，
率先垂范、注重实干、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积极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做合格党员，就要把党员的标杆立起来，牢牢抓住“四有”
标准，争做新时期合格党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
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是继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
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
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政治、有信念，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理
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敌人。在现实中，有
的党员在思想上有懈怠松动，理想信念模糊，缺乏共产主义
信仰，精神空虚，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党员干部不学习党章，
不理解党章，导致行为没有准则，衡量没有标准，做事没有
依据，不能明辨是非，立场不坚定，成了“墙头草”。俗话
说，“党员不抓，一盘散沙;党员不优，组织堪忧。”要做一
名合格党员就要坚定政治立场，坚守理想信念。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规矩、有纪律，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一
些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吃拿卡要，与民争利，甚至身居
官位尸位素餐，为官不为，严重影响党员形象。这就是没有



规矩，不守纪律的表现，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党规党纪，要
把党章党规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具体遵循，要学原文、悟原
理。时刻绷紧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这根弦，要真正做到把从
严治党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道德、有品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不
仅要学习党章党规、《准则》和《条例》，还要做中华民族
优秀道德品行的传承人。要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
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
线。要时刻用正反典型来教育警示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
真正自己的思想、行动符合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

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讲奉献、有作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
一名党员干部就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情
怀，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伏身甘为孺子牛”精神，要
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品质。在党的历史
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讲奉献，有作为的好干部，好模范，
他们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前行的路标，我们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品德品行工作总结篇五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
部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一次重大实践。“做
合格党员”是每个党员入党后始终面临的政治课题，而
今，“两学一做”已成为时下的一个政治热点，我们必须按
照新时期“四讲四有”的标准，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讲政治，有信念。做合格党员，首先就是要解决政治合格的
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和看齐意识。当前党内仍有不少同志存在政治立场不坚定、
理想信念动摇、党的观念淡薄等问题。在“十三五”这个关



键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作为学习
教育的一个根本要求来贯彻，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对党绝对忠
诚，坚定不移地向党中央看齐，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
治立场，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把爱党、护党、为
党落实到一言一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讲规矩，有纪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来，中
央大兴反腐之风，一大批领导干部因违法乱纪被彻查而纷纷
落马。谈及腐败，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坚守“底线”，不少干
部都是心存侥幸，善于用“手段”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在
贪欲面前纵容自己，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变着花样收敛钱
财，腐败之风不减，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的纪律。
党员干部作用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
的形象和作风，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规矩，依法办事，要时刻
用党章党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廉洁从政，做到不踏红线、
不触高压线，要时刻手握戒尺，心存敬畏，常常“照照镜
子”“正正衣冠”，擦亮双眼，自觉抵制市场经济“糖衣炮
弹”的攻击。

讲道德，有品行。加强道德修养，增强政治品性，既是对党
员干部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党员身份代表的就是一
种“标杆”、一种“模范”，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群众
的监督之中，因此需要慎言、慎微、慎行，模范践行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抵制诱惑，客观公正，做到言行
一致，真真切切地做百姓的公仆，为百姓谋福利做实事，不
断修炼自身的道德定力。

讲奉献，有作为。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我们入党时，面
对党旗发出的宣誓，崇高的理想信念要转化为现实行动才有
其实际意义。“十三五”时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关键期，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切实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知行合一，干一行爱一行，把争做合格党员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实际行动，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特别是在日常工作中，



率先垂范、注重实干、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积极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做合格党员，就要把党员的标杆立起来，牢牢抓住“四有”
标准，争做新时期合格党员。

为您推荐

1、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心得体会

2、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心得体会

3、学习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心得体会

4、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共产党员心得体会

5、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心得体会

6、四有好教师讲道德有品行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