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通
用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篇一

书籍浩如烟海，读书思廉应有选择的读。培根曾说：“读史
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他只是讲了书籍中
的一部分，且并非都对廉政建设有用。开展读书思廉活动应
当选择那些“心灵的良药”的书籍。高尔基在其自传体小说
《在人间》中写道，“书籍使我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所传染
的人”。他说的正是这种书。读书思廉，政治类书籍自然必
不可少，这类书能让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但是，
那些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书籍更必不可少，尤其是一些选录
腐败案例的书籍。这些书籍对腐败案例进行剖析，深刻揭示
腐败分子从堕落走向毁灭的人生轨迹，给我们提供了种种警
示：丧失信念，就会迷失方向;滥用职权，就会埋下祸根;不
慎交友，就会陷入泥坑;偏废学习，就会走向误区;……还有
一类书也不能不读，这就是法律书籍。凡与廉政建设有关的
法律法规，都要细学深思，有所畏惧。

在清华街道办事处开展的这次读廉政书籍征读书心得活动中,
我反复学习了有关党内条例、规定等文章,特别是一些警示教
育文章，每每看到桩桩件件活生生的案例，常看常新常提醒。
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要真正成为一名人民的好
公仆 ，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应做到“三读、三思”。



一、读廉政法规，思为官之责，只有廉洁方能聚人

领导干部不论职位的高低，手中大大小小都掌握有一定的权
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行使得好，给人民谋利益，行使不
好，则会侵害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应该深感责任之大，切
实做到对岗位负责、对人民负责。要时刻以“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的心态来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待组织和人民赋
予的权力，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真正把全部心智用在
工作上、用在为群众谋取利益上。

要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要立足本职，尽责尽力，
致力于干出一番事业来。干事业，必须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
发展步伐。常言道：有所为，有所不为。领导干部应
该“为”什么?应该“为”百姓所为，“为”国家所
为，“为”社会所为，“为”组织所为。要在有限的任职时
间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身心投入，让人民群众获得
更多的实惠，更多的利益，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具
体的实践工作中体现我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本色。

二、读名人故事，思修身之德，只有身正方能带人

无论是“公仆本色、先锋楷模”的郑培民，还是“朝气、土
气、正气”的牛玉儒，亦或是“铁骨丹心铸税魂的张群。他
们都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先进代表，展示了我们共产党员崇高
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通过对这些先进事迹的学习，使我
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只有像他们那样，始终牢记党的宗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全心全意为
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在各种形势下不迷失方向;只有像他们
那样，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成为忠实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只有像他们那样，始终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
不辜负群众的希望，才能凝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把我
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见贤思齐”，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自己与他们存在一定
的差距，也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要修炼好
自己的人格品行，人格品行对每个人来说是不需金钱而富裕，
不需官位爵禄而显贵。古人云：“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
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修身养性
治国平天下”，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有坚实的根
基，才能不负众望，成为带领群众一道前进的领头雁。“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保持进取心是当好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时代在前进，社会
在进步，年轻干部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能力水平也要与
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创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适应
朝代的潮流、社会的发展，必须更多一份主动、多一份努力。
始终保持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学习态度，滴水穿石、磨杵
成针的学习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努力实现自己的人
生追求。

三、读警示案例，思贪欲之害，只有律已方能服人

年轻领导干部面临着很多诱惑和考验，要抵挡住各种物欲的
诱惑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健康地
成长，必须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要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正
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永远做人民的公仆;必须坚定
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常
思贪欲之害”，要以贪欲膨胀自毁前程的李真，“夕阳悲
歌“的内蒙巨贪肖占武等案例为警示，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保持正确的人生追求，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分
得清黑白，辨得清真伪，看得清是非，克已自律，严于自察，
永葆党员干部的清白本色。

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要教育管理好人，必须依靠两种力
量，一是靠规章制度的力量，二是靠人格的力量。前者是根
据本单位、本部门实际以及长期的工作实践而规范形成的，
是用来规范约束每一名工作者，这是有形的;后者是通过自身
素质和日常行动来影响感染他人的，是无形的。在一个单位



里面，拥有了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要真正执行到位，领导
干部就必须带头遵守。“已所不欲，勿失于人”，要求下属
做到的，作为领导必须首先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只有严于
律已，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量。

思廉难在践廉。英国翻译家诺思说：“读书很多而行动很少
的人，就像是一口钟，它发出的鸣响，召唤别人，自己却从
来不走进教堂。”思廉只是敲响了心中那口大钟，践廉才走
进了廉政的“教堂”，摒弃了贪欲杂念，完成了灵魂的净化。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读书是件累事，多少人不屑为之;思
廉是件难事，多少人嗤之以鼻;自觉践廉更是难上加难，多少
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必须有严密的制度(法律)保障，坚强有力
的各种监督，读书才能成为一种好的习惯，思廉进而践廉才
能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篇二

一、党员干部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
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汲
取了历史的经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精辟思想理论
的总结，是党和人民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我们应
当永远牢记并践行之。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党员干部做到
勤政爱民、克已奉公、清正廉明、无私奉献的前提。“思想
决定行动”，只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会把人民的利
益看得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务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克已奉公，绝对不会假公济私，损公利已，就会
摒弃“私”，抵制“腐”，杜绝“贪”;就会正确使用“权”，
正确对待“利”，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急群众之所急，想
群众之所想，甘做人民的公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为社会
做出贡献;就会切实做到对岗位负责，对人民负责，全身心地



投入工作，为群众谋取利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廉洁之
心就会自然生成形成习惯，也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廉洁自律。
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都来自于人民，
为人民服务是每位党员干部应有标准，要永远牢记。

二、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个伟大的党，带队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
大山建立的新中国。对党忠诚，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严
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言行一致，不歪曲事实真相，
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
错误，使自己成长成一位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人;与党保持
高度一致，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先进性，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于党的事业捍卫党的利益，兢兢
业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认认真真履行党员对党的责任和
义务。自觉践行党的方针路线时不走样，不殉私情，不谋私
利，认真负责、勤政廉政、无私奉献，认认真真、扎扎实实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正确使用权力，
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克己自律，严于自察，防微杜渐，才能永葆自己的清白和手
中权力圣洁。

三、党员干部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

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发扬党员干部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保持一颗平常心，使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溶入到人
民群众当中去。很多事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必须引以为鉴，
自觉做到立足本职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经常保持一颗进
取心，加强理论理论学习，吸纳各种知识，不断更新思想观
念，锐意创新，加强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适应时代与社
会的发展。工作中处处想着群众，处处从群众利益出发，奋



发进取，做时代的先锋，从群众来到群众去，汲取人民群众
的智慧和宝贵经验，以先进人物为榜样，自觉接受人民群众
的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的考验，在与为人民群众服务中锻炼
自己，提高阅历，提高个人党性修养，做一名受党和人民群
众喜爱的公仆。

通过“读书思廉”活动，使我清醒地看到，党员干部要牢记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党和人民忠诚，保持人生清廉，勤奋
学习，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抵挡不良风气的
侵蚀;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脚踏
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文档为doc格式

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篇三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人只有首先树立起崇高的理想目标，其
行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与澎湃的动力，其人生才不至于坠入
腐败堕落的深渊。

《大学》开篇就通过“三纲领”点明了其追求的最高目
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的使命在于发扬正大光明的品格，使人人都能够革故纳新，
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之所以在文章伊始就先确立
其目标，是因为它认为人贵在“知止”，“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
熹注说：“止，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
有定向。”知道人生应最终达至的境界，才能够有坚定的志
向，然后才能心意宁静，情性安和，进而才能思虑精详，处
事得当。

“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明确了之后，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
《大学》认为，最高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进一步又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条目”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
的统一整体，它十分集中又极其精辟地体现了儒学“内圣外
王”的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目讲的是通
过不断加强个人学问、道德方面的修养，进入“内圣”境界
的修身过程和方法。修身为中心环节。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条目是“修身”的自然延伸，修身达至“内圣”的道德境
界之后，《大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外王”的政治目
标。由此可见，“内圣”是“外王”的前提条件，“外王”是
“内圣”的最终归属。“大学之道”也就是“修己治人”之
道，“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目标，也是儒家所一
贯提倡的。这一思想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对
我国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当前的廉政建设应注重对干部进行立志教育，立长远
之志、崇高之志，这样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对自己的
人生和事业有正确的把握。从目前一些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
案件看，无论他们的问题最终出在哪个方面，其基点都是个
人的理想信念出现了动摇。因此，今天的为政者在理想信念
的问题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应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形成抵御腐败的最坚强的精神力量。

其次，当前的廉政建设仍应注重对传统的“内圣外王”思想
的发挥。今天的为政者应继承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把
自身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统一起来。一方面为政者应有达至
“内圣”的修养意识，积极地通过文化知识学习来“格物、
致知”，通过思想政治学习以“诚意、正心”，不断提高自
身的道德水准，使自己具备仁爱、博大的胸怀，在得失、利
害之前能做出正确的取舍。另一方面为政者又要有“外王”
的责任心，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有亲民为民的情怀。
为政者一旦接受人民的托付，就要敢于并且乐于向社会展示
自己的才能，把远大理想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顺民意，谋



民利，排民忧，解民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尽心尽力为社会奉献，做一个新时期的“内圣外
王”型的官员。

二、“慎独正己”的修身方法与当代廉政建设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引导为政者做好
自我修身，对推进廉政建设的展开是大有裨益的。其中，
《大学》中的“慎独”、“正己”的修身方法尤其值得我们
借鉴。

“慎独”是《大学》中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身方法，能否
坚持“慎独”，是衡量人们修身功夫深浅的重要标尺。在
《大学》中“慎独”是与“诚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
‘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
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就是说君子做事情要
发自肺腑、真心实意，不能仅仅是为了演戏给别人看，从而
骗己骗人。“慎独”的基点是求之于内的，功夫重在“隐”和
“微”上，注重的是对修身主体精神深处的改造，所以君子
必须自觉地向内寻求，加强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把从善作
为自身内在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表里如一地去扬善行善。

“正己”是《大学》讲到的又一重要的修身方法。“正己”
就是要求修身主体严于律己，带头践行社会道德规范，坚持
以身作则，这在《大学》中被称为“絜矩之道”：“上老老
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为官的尊敬年老的，人民就会学着孝顺父母;
为官的礼敬年长的，人民就会学着恭顺兄长;为官的体恤孤寡，
人民就不会想到去谋反。此外，《大学》中还讲道：“君子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君子先要求自己做好，然后才
能要求别人做好;自己没有毛病，才能去指正别人。自己不能
将心比心，却能让人心悦诚服，没有这种事情。这些论述，



把正人先正己、上行下效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值得我们深
思。

近些年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慎独”是
为官之人保持清正廉洁的关键一环。当前，有些干部被拉拢
下水，陷入贪污腐败的深渊，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坚持做到“慎独”，其在私下索贿、
受贿之时，自认为密不透风、无人知晓，所以贪欲越来越膨
胀，胆子越来越大，直至东窗事发。先贤们已经告诫了为官
者，不仅要在社会生活和公共场合中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
而且要坚持做到“慎独”，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在无人监督
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能谨守道德法律原则，
不迷恋低级的趣味，不做有昧良心的事情，不进行无原则的
交易，时刻保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同时，“正己”的修身方法也给我们以启示，在当前的廉政
建设中，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应由上而下地进行，首先要端
正各级领导干部的政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德。凡是要
求群众做的，领导干部带头先做;凡是禁止群众做的，领导干
部带头不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
行，群众都会看在眼里，因而也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了，上行下效，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为政者要发挥积极
的表率作用，坚持以身作则，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时刻
对权力、金钱与美色的诱惑保持高度警惕，给广大群众树立
良好的学习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带出一个好的风气，
构筑反对腐败的牢固防线。

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篇四

通过学习，我进一步认识到干部队伍建设在各项工作中是至
关重要的，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
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
和利益观。



一、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认真执行“四大纪
律八项要求”，事事处处争做勤政廉政优政的表率。在工作
中增强政治责任意识，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力。
时刻记住人民赋予了重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
为加快发展、富民强市服务，为*区人民根本利益服务。

二、增强宗旨意识，切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
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在四个方面率先垂范：一是在
深入群众方面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
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最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体服务，特别是要为弱势群体服务，办好一
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得
到实惠。二是在工作创新上率先垂范。认真切实转变思维方
式，积极探索为民服务的新思想和新办法，大胆创新，加快
发展，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打下坚实的物资基础。
三是在树立良好的人民公仆形象上率先垂范。必须以自己的
人格力量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切实规范自己的言行，不
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沾的东西坚决不沾，不该做的事
情坚决不做，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四是在弘扬创业精神
上率先垂范。把艰苦奋斗的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增强
创业意识，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了解群众的疾苦，寻找致富
的门路，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三、强化廉洁从政意识。严格自律，做廉洁从政的表率

在实际工作生活中，一要能顶得住歪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利益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
侵袭，一些歪理邪说在社会上流行，在正确行使权力时，就
必须提高觉悟，坚定信念，锤炼意志，增强免疫力，真正做
到理想信念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党性原则不丧失，不
被歪理邪说所俘虏。二要耐得住清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并且特别注意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因为社会
发展总有个过程，总要经过从少数人富裕到共同富裕的阶段，
但这个阶段我们党员干部绝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先富起



来，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三要抗得住诱
惑。要严格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坚持原则、秉
公办事、公私分明，认真处理好亲情与党性的关系;还要慎重
交友、慎重用权;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拒腐蚀、
保原色，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入世的考验，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四、加强学习和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为加
快发展，富民强市多做贡献

首先，坚持从大局出发，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至高无尚的大
局意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动力基础，也是我今后加强学习
和修养的追求方向。在强化这一观念时，联系自身的思想实
际，想一想自己为*区、长沙市的事业，为加快发展、富民强
市去积极工作，发挥更大作用，真正做到重事业、淡名利、
争贡献。

其次，还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通过对xx大四届会
议精神，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和在中纪委三次全体
会议上的讲话，吴官正同志报告的学习活动同实际工作结合
起来，在与时俱进的年代里，开拓创新，进一步高度深化认
识、理解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与时俱
进的思想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凝心聚力开创各项工作的
新局面，积极投身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是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
调研。到群众中去了解实情、了解真情、掌握第一手资料，
使思想认识更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使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
更加符合加快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

四是要坚持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狠抓落实。切实在优化环
境、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方面落实到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上，
做一个廉洁勤政、无私奉献的先进个人。



财政干部读书思廉心得体会篇五

根据机关党支部的要求，最近选读了《腐败启示录》、《廉
政忠告》、《廉政箴言》等一批优秀廉政书籍，其中的事迹
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使我受益匪浅，感悟颇深。书中的人
和事无时不刻地激励着自己、鞭策着自己。下面谈几点体会：

一、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反腐倡廉意识

其次、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
合，结合实际工作，大力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警省能力，
牢筑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促使自己时刻不忘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改造，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过好
权利关、金钱关、人情关，不断增强新时期自身拒腐防变的
能力。

二、读书思廉，确保正确的人生航向

首先，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切实把
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锐利的思
想武器，树立坚定的信念，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正确的方
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做到立场坚
定，方向明确，观点鲜明，纪律严格，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要用严明纪
律约束自己的言行。党的纪律是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行
为准则。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联系
群众，增进团结，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头维护党纪的严
肃性，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

第三，要用高尚品质塑造自己的形象。人格魅力是一个人在
人品、气质、能力、修养等方面的集中反映，是优良品质的
外在表现。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带头向先进人物学习，不断
陶冶情操，加强修养，增强党性，在思想上领先一步，行动



上奋勇争先，作风上率先垂范，在日常的工作中体现党员的
先进性。

三、争做表率，永葆与时俱进的党员本色

1、勤奋学习，做提高能力的模范。要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
治素质的同时，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
己、提高自己，提高业务能力，增强工作本领。

2、爱岗敬业，做无私奉献的模范。要进一步增强职业荣誉感，
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阵地，作为为
党和人民多做工作的舞台，胸怀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工作，
立足本职岗位，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

3、艰苦奋斗，做勤政廉政的模范。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
规定，牢固树立宗旨观念，时刻把工作放在心上，为公司诚
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不断增
强工作亲和力，树立党员在教师中的良好形象。

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清醒的看到，作为一名党员要真正树立
正确心态，永葆人生本色。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中国特本。处处严于自
察，时时自觉追求，事事严于律己，始终保持思想道德的纯
洁性。 要牢固树立拒腐防变的思想，进一步加强学习，自觉
实践、修身立德，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建设和
谐公路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