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
会(大全8篇)

反思能够加深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的理解
和把握。工作心得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工作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工作心得了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工作
心得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工作心得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随着中央反腐的持续高温，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相
继落马，但仍有一些官员试图践踏纪律红线，更有甚者抱
着“退休之前多捞一些，退休之后不会出事”的心理贪污受
贿，殊不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退休从来都不是腐败的“避
风港”“保险箱”“隐身衣”，反腐败既没有例外，也没有
禁区，退休根本不可能让腐败“洗白”，党纪国法也不可能
纵容腐败官员借助退休“软着陆”。到头来只是“躲得了初
一，躲不过十五”，终究会事情败露、身败名裂。

细细琢磨起来，“退休前多捞一些”的歪念头不过是某些人
被利益熏心，企图钻法律的空子罢了。主观上，一是某些领
导干部长期的长官意志，形成了专横跋扈、目无党纪的一贯
作风，即使即将退休了也要耍官脾气，摆官架子;二是某些领
导干部以为退休了就不再受到党纪的监督制约，故而有如脱
缰野马，为所欲为。客观上，一是长期的主政一方，社会关
系盘根错节，虽然公权力没有了，但影响力还很强，办起事
来神通广大，所谓“老领导出马，一个顶俩”;二是对退休后
的领导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三是惩处上存在“重在任，
轻离任”的现象。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



反腐浪潮如火如荼的今天，一切违法违纪行为终究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大教育警示工作，
让反腐工作有力地进行到底。

反腐之剑也并不会因退休而退却，反腐之心并不因离职而终
止。常言道：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即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理应做好表率，树好旗帜，当
好“黄牛”，切忌不要让“歪念”断了自己的“首”、伤了
自己的“身”。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二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
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严明纪律
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纪律建设的明确要求，指出了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方向。各级党组织对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
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松松垮垮、
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但在现实中，
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或是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或是口无遮拦、乱评妄议，或是自由散漫、目无
组织，或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或是说情拉票、跑风漏气。
凡此种种，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
严重损害。这些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
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肌体。

党的规矩总的包括哪些?党章、党纪、国法，还有党的优良传
统，都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



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
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
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
执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自我约
束的不成文的纪律，同样需要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懂得并
自觉遵守这些规矩，个人才能不触雷、不踩线，党才更有凝
聚力、战斗力。

;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
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
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
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些都是不可逾
越的底线、不能触碰的红线。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对党
是不是忠诚，这“五个必须”是重要的考验、根本的检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
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对一个拥有8600
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尤须严明纪律、严守规矩。只有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保证全
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才能将我们
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三

纪律是衡量党员干部行为的尺子，把纪律当耳旁风必然要付
出代价。很显然汪祖敏没有经受住尺子的衡量，越过了纪律
的红线，最终付出了党内警告处分的代价。而有的党员干部
抱着自己分文未拿就不算违纪的错误想法，突破防线，触犯
了党纪党规。这样的案例，亟需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戒，拉
响警钟，守住红线。

守住红线，扎紧制度的藩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



说：“要防止泛滥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无论何
种社会，都要扎紧制度的藩篱，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权力
进行监督制约，这是在政治层面上遏制违反经济纪律的根本
方法。汪祖敏能够轻易的虚假上报奖金人数、超标准发放奖
金，就源于“一言堂”、独断专行，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
对此，要强化制度建设，在基层推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
度落实，通过制度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牛栏关
猫”现象。

守住红线，牢记为官的信念。一个人倘若无法战胜自己，制
度建设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感“，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把好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这个思想的”总开关“，始终以”三严三实“为
标尺，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常剪思想行为的岔枝杂叶，做到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守住红线，扫清思想的尘埃。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
要深入开展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
纪律性，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帮助领导干部常
扫“思想尘埃“，做到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把纪律工作做到位，避免”汪祖敏“们以不清楚
组织纪律为由来为自己开脱。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警示教育片
《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该片记录了湖北省内宣恩县原县
委书记吴元欣、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旋、省
科协原副主席冯芊等6起违法违纪典型案例，揭示了因贪欲、
权欲、生活作风等不遏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典型性，从多方面
分析了案件的原因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对全体党员干部进一
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具有警示意义。



观影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警示教育片中汲取深刻教训，
结合当前《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的学习，扎实落实中心关于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宣
教月活动安排，主动加强学习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
微杜渐，拒腐防变，踏实工作，认真履责.作为党员要带头严
守党的纪律，决不可触碰纪律红线!

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
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并划
定了一道道红线。我们要逐条学习，牢记于心。

二要敬畏党的纪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明确“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必须严明党
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每一
个党员对党的纪律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古人说：“凡善怕者，必身
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
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中的
主人公都把党的纪律抛到脑后，没有纪律意识，一步走错，
步步走错，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我们党员要汲取教训，
克服“无所畏”、“无所惧”心理，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认真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家庭账、
自由账、健康账这“五笔账”，做到慎始、慎微、慎权、慎
独、慎友这“五慎”，老实做人，扎实干事，不可任性。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五

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党员干部不断
面对很多诱惑，从而出现了很多腐败事件，以来，党中央既
打老虎又打苍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党心民心得强
烈共鸣。中央政治局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了让党员干部们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描绘出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
“高线”和党规法纪“底线”。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广大党员干部们需要坚守
的“高线”，这个“高线”可以说是每位党员干部坚定的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
容易导致自律能力下降、禁不住利益和私欲的诱惑，最终导
致严重违纪乃至违法。有的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认为违
反纪律是小事，认为只要不贪污受贿，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就
行了，他们出入私人会所、和企业家们玩牌吃饭、隐瞒不报
个人有关事项等。殊不知很多贪官的堕落就是从一包烟、一
瓶酒、一包土特产开始的，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
罪人，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小节失守就是日后成
为贪官亘古不变的前奏，这和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所讲述的道
理是一样的。党员干部只有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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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广大党员干部们不能触碰
的“底线”，它把党员行为整合成6种纪律并且开列了“负面
清单”，明确标明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底线”，它和前段
时间“三严三实”中“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的“三严”要求是相契合的。减少了党员干部“不知法而犯
法”事件的发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既然是“负面清单”，那么清单上未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
的，有人说：“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
”领导干部要勇做“政治上的巨匠”，坚持用法管人、管事、
律己。坚持依法依规办事，把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
觉置身于规矩之下，严格按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
办事，以制度管人管事，决不能逾越章法，蔑视制度，久而
久之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只要坚守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这条“高线”，又能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六

在纪律和规矩面前，若心中无畏，就会使自己陷入随时可能
触碰纪律红线的危险。本站小编整理了《不可触碰的纪律红
线》观后感及心得体会，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党员干部不断
面对很多诱惑，从而出现了很多腐败事件，以来，党中央既
打老虎又打苍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党心民心得强
烈共鸣。中央政治局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了让党员干部们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描绘出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
“高线”和党规法纪“底线”。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广大党员干部们需要坚守
的“高线”， 这个“高线”可以说是每位党员干部坚定的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
容易导致自律能力下降、禁不住利益和私欲的诱惑，最终导
致严重违纪乃至违法。有的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认为违
反纪律是小事，认为只要不贪污受贿，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就
行了，他们出入私人会所、和企业家们玩牌吃饭、隐瞒不报
个人有关事项等。殊不知很多贪官的堕落就是从一包烟、一
瓶酒、一包土特产开始的，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
罪人，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节失守就是日后成
为贪官亘古不变的前奏，这和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所讲述的道
理是一样的。党员干部只有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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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广大党员干部们不能触碰
的“底线”，它把党员行为整合成6种纪律并且开列了“负面
清单”，明确标明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底线”，它和前段
时间“三严三实”中“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的“三严”要求是相契合的。减少了党员干部“不知法而犯
法”事件的发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既然是“负面清单”，那么清单上未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
的，有人说：“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
”领导干部要勇做“政治上的巨匠”，坚持用法管人、管事、
律己。坚持依法依规办事，把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
觉置身于规矩之下，严格按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
办事，以制度管人管事，决不能逾越章法，蔑视制度，久而
久之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只要坚守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这条“高线”，又能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落实“四个全面”是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
证。纪律检查机关落实“四个全面”的重要切入点，就是要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抓早
抓小、违纪必究，切实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真正体现从严
治党的政治要求。

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的以来，中央
纪委和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把守纪律、
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抓早抓小，从严正风肃纪，查
处违规违纪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由于积习甚深，当前党员干部在作风方面沾染不良习气，无
视规矩和纪律等行为仍然不在少数，如果不从小处入手，解
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刹住一股股歪风，任其发展下去，养痈
遗患，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这既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也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不
虑于微，始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实践证明，党员
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多是从不守规矩、漠视纪律开始的。
从主观上说，党员干部自身的规矩意识、纪律观念淡薄是原
因之一;从客观上看，由于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纪
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导致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小毛病、
小错误没有及时得到提醒、纠正，逐渐演变为大问题、大错
误，最终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
因。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仅要解决好“不敢腐”的问
题，更要解决好 “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要慎始慎
初、关口前移，注重细节、防微杜渐，能管多早管多早，能
管多小管多小，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通过抓早抓小、严格
执纪，促使党员干部远离纪律和规矩的红线。

真正做到纪律和规矩面前“零容忍”。在纪律和规矩面前是
区别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对“小枝小节”是盯住不放还是听
之任之，这是管党治党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纪律和规矩
面前 “零容忍”，就是要在纪律审查工作中，对少数有严重
问题的干部固然不能放过，对其他违规违纪问题同样不能忽
视。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简单地理解为只查处有严重问题的
干部，只要违纪就要审查，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处分，
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使纪律真正成为刚性约束。要校正
纪律检查机关不正确的政绩观。要摒弃“办案就要办大案”、
“轻微违纪问题可以先放一边”等错误认识，避免“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损害党纪的严肃性。要破除对小毛病、小
问题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错误认识。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吃
点、喝点、拿点都是小毛病、小问题，无关大局、无伤大雅，
甚至习惯于用“潜规则”办事，还不以为然。纪律检查机关
就是要盯住这些别人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的“小节”，严格
执纪，动辄则咎，时时刻刻向党员干部敲响警钟。要摒弃小
节不影响大局，下不为例的错误做法。纪律检查机关不能把
法律底线当成最高标准，不能因为党员干部不守规矩、不守
纪律的小毛病、小错误还没构成违法犯罪，就搞下不为例，
放在一边不管，不追究、不问责，最终养痈遗患，使“好同



志”成为“阶下囚”。

找准纪律审查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纪律检查机关要前移关口，
以更加严格的执纪，规范、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要盯住权
力的运行开展纪律审查。大量的腐败案件表明，领导干部走
向腐败，大都是从轻微违规违纪，以权谋小利开始的，渐渐
由小打小闹演变成欲壑难填。纪律审查的关口前移，就是要
对任何一点轻微的违规违纪用权苗头都不能放过，保证权力
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规范运行。要盯住干部的作风开展纪
律审查。作风出了问题，腐败就会随之而来。加强对干部作
风的纪律审查不仅要抓常抓长，还要抓细抓实，对干部工作、
生活作风中的不良苗头，要从小处抓起，时时、处处、事事
都要严格要求，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
心。要盯住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纪律审查。重大节日往往是
违纪违规行为的高发期，有很强的规律性，纪律检查机关要
盯住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持续加大力度，创新监督检查方
式，逐个时间节点、逐个具体问题的抓，对作风方面的问题，
一经发现，不管问题大小都要高度重视、露头就打，依规依
纪严肃处理，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
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xx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严明纪律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纪律建设的明确要求，指出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方向。各级党组织对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
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松松垮垮、
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但在现实中，
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或是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或是口无遮拦、乱评妄议，或是自由散漫、目无
组织，或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或是说情拉票、跑风漏气。
凡此种种，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
严重损害。这些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
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肌体。

党的规矩总的包括哪些?党章、党纪、国法，还有党的优良传
统，都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
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
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
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
执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自我约
束的不成文的纪律，同样需要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懂得并
自觉遵守这些规矩，个人才能不触雷、不踩线，党才更有凝
聚力、战斗力。

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一
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往往是从不守规矩开始的。在讲话中，
提出了“五个必须”，这正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规
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
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
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
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
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
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触碰
的红线。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对党是不是忠诚，这“五
个必须”是重要的考验、根本的检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
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对一个拥有8600
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尤须严明纪律、严守规矩。只有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保证全



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才能将我们
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七

落实“四个全面”是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
证。纪律检查机关落实“四个全面”的重要切入点，就是要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抓早
抓小、违纪必究，切实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真正体现从严
治党的政治要求。

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的以来，中央
纪委和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把守纪律、
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抓早抓小，从严正风肃纪，查
处违规违纪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由于积习甚深，当前党员干部在作风方面沾染不良习气，无
视规矩和纪律等行为仍然不在少数，如果不从小处入手，解
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刹住一股股歪风，任其发展下去，养痈
遗患，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这既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也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不
虑于微，始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实践证明，党员
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多是从不守规矩、漠视纪律开始的。
从主观上说，党员干部自身的规矩意识、纪律观念淡薄是原
因之一;从客观上看，由于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纪
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导致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小毛病、
小错误没有及时得到提醒、纠正，逐渐演变为大问题、大错
误，最终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
因。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仅要解决好“不敢腐”的问
题，更要解决好“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要慎始慎
初、关口前移，注重细节、防微杜渐，能管多早管多早，能
管多小管多小，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通过抓早抓小、严格



执纪，促使党员干部远离纪律和规矩的红线。

真正做到纪律和规矩面前“零容忍”。在纪律和规矩面前是
区别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对“小枝小节”是盯住不放还是听
之任之，这是管党治党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纪律和规矩
面前“零容忍”，就是要在纪律审查工作中，对少数有严重
问题的干部固然不能放过，对其他违规违纪问题同样不能忽
视。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简单地理解为只查处有严重问题的
干部，只要违纪就要审查，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处分，
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使纪律真正成为刚性约束。要校正
纪律检查机关不正确的政绩观。要摒弃“办案就要办大案”、
“轻微违纪问题可以先放一边”等错误认识，避免“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损害党纪的严肃性。要破除对小毛病、小
问题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错误认识。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吃
点、喝点、拿点都是小毛病、小问题，无关大局、无伤大雅，
甚至习惯于用“潜规则”办事，还不以为然。纪律检查机关
就是要盯住这些别人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的“小节”，严格
执纪，动辄则咎，时时刻刻向党员干部敲响警钟。要摒弃小
节不影响大局，下不为例的错误做法。纪律检查机关不能把
法律底线当成最高标准，不能因为党员干部不守规矩、不守
纪律的小毛病、小错误还没构成违法犯罪，就搞下不为例，
放在一边不管，不追究、不问责，最终养痈遗患，使“好同
志”成为“阶下囚”。

找准纪律审查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纪律检查机关要前移关口，
以更加严格的执纪，规范、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要盯住权
力的运行开展纪律审查。大量的腐败案件表明，领导干部走
向腐败，大都是从轻微违规违纪，以权谋小利开始的，渐渐
由小打小闹演变成欲壑难填。纪律审查的关口前移，就是要
对任何一点轻微的违规违纪用权苗头都不能放过，保证权力
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规范运行。要盯住干部的作风开展纪
律审查。作风出了问题，腐败就会随之而来。加强对干部作
风的纪律审查不仅要抓常抓长，还要抓细抓实，对干部工作、
生活作风中的不良苗头，要从小处抓起，时时、处处、事事



都要严格要求，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
心。要盯住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纪律审查。重大节日往往是
违纪违规行为的高发期，有很强的规律性，纪律检查机关要
盯住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持续加大力度，创新监督检查方
式，逐个时间节点、逐个具体问题的抓，对作风方面的问题，
一经发现，不管问题大小都要高度重视、露头就打，依规依
纪严肃处理，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观看心得体会篇八

今天，伟大征程仍在继续，作风建设仍在路上，正风肃纪，
以纪律赢得民心，这正是王大湾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本站小编在此整理了党员干部观看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心得
体会，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党员干部不断
面对很多诱惑，从而出现了很多腐败事件，以来，党中央既
打老虎又打苍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党心民心得强
烈共鸣。中央政治局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了让党员干部们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描绘出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
“高线”和党规法纪“底线”。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广大党员干部们需要坚守
的“高线”， 这个“高线”可以说是每位党员干部坚定的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
容易导致自律能力下降、禁不住利益和私欲的诱惑，最终导
致严重违纪乃至违法。有的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认为违
反纪律是小事，认为只要不贪污受贿，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就
行了，他们出入私人会所、和企业家们玩牌吃饭、隐瞒不报
个人有关事项等。殊不知很多贪官的堕落就是从一包烟、一
瓶酒、一包土特产开始的，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
罪人，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节失守就是日后成



为贪官亘古不变的前奏，这和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所讲述的道
理是一样的。党员干部只有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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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广大党员干部们不能触碰
的“底线”，它把党员行为整合成6种纪律并且开列了“负面
清单”，明确标明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底线”，它和前段
时间“三严三实”中“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的“三严”要求是相契合的。减少了党员干部“不知法而犯
法”事件的发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既然是“负面清单”，那么清单上未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
的，有人说：“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
”领导干部要勇做“政治上的巨匠”，坚持用法管人、管事、
律己。坚持依法依规办事，把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
觉置身于规矩之下，严格按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
办事，以制度管人管事，决不能逾越章法，蔑视制度，久而
久之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只要坚守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这条“高线”，又能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纪律是衡量党员干部行为的尺子，把纪律当耳旁风必然要付
出代价。很显然汪祖敏没有经受住尺子的衡量，越过了纪律
的红线，最终付出了党内警告处分的代价。而有的党员干部
抱着自己分文未拿就不算违纪的错误想法，突破防线，触犯
了党纪党规。这样的案例，亟需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戒，拉
响警钟，守住红线。

守住红线，扎紧制度的藩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
说：“要防止泛滥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无论何
种社会，都要扎紧制度的藩篱，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权力



进行监督制约，这是在政治层面上遏制违反经济纪律的根本
方法。汪祖敏能够轻易的虚假上报奖金人数、超标准发放奖
金，就源于“一言堂”、独断专行，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
对此，要强化制度建设，在基层推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
度落实，通过制度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牛栏关
猫”现象。

守住红线，牢记为官的信念。一个人倘若无法战胜自己，制
度建设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感“，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把好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这个思想的”总开关“，始终以”三严三实“为
标尺，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常剪思想行为的岔枝杂叶，做到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守住红线，扫清思想的尘埃。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
要深入开展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
纪律性，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帮助领导干部常
扫“思想尘埃“，做到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把纪律工作做到位，避免”汪祖敏“们以不清楚
组织纪律为由来为自己开脱。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
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xx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严明纪律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纪律建设的明确要求，指出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方向。各级党组织对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
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松松垮垮、



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但在现实中，
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或是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或是口无遮拦、乱评妄议，或是自由散漫、目无
组织，或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或是说情拉票、跑风漏气。
凡此种种，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
严重损害。这些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
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肌体。

党的规矩总的包括哪些?党章、党纪、国法，还有党的优良传
统，都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
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
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
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
执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自我约
束的不成文的纪律，同样需要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懂得并
自觉遵守这些规矩，个人才能不触雷、不踩线，党才更有凝
聚力、战斗力。

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一
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往往是从不守规矩开始的。在讲话中，
提出了“五个必须”，这正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规
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
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
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
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
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
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触碰
的红线。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对党是不是忠诚，这“五
个必须”是重要的考验、根本的检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
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对一个拥有8600
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尤须严明纪律、严守规矩。只有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保证全
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才能将我们
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