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
得体会(汇总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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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
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学习“秉公执法、人民公安为人民教育”后充分认识到
进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是公安执法工作的准绳，是公
安工作的生命线，是重树人民公安警 -察在群众中威望的形
象工程。因为，在我们的公安实际工作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
的问题，新闻媒体也时有曝光，大致表现在执法不严：犯罪
分子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执法不公：收受当事人钱物、吃
喝拿要办人情案、执法行为不文明，举止粗俗、态度蛮横，
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动手动脚，甚至造成打人致死的恶劣后果。
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在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在社会
上造成不良影响。究其根源还是个别领导干部和民-警以执法
者自居、管人者自居，而放松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或守法
意识不强、或目光短浅、贪图好处，置法律于不顾，徇私枉
法。作为警-察并非仅仅是某个单位、某个派出所的一员，在
群众眼里，你是执法者，是代表了最具权威的法律在行使职
权，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是群众的保护神，因而我们的言
行举止是否文明、有无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近几天来的学习，感觉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对自身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了进一步认识。相信
通过“三项教育”，公安队伍整体素质一定会得到进一步提



高，一定会克服自身的不足，在工作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
也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
仆意识，立足本职、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取得业务和思想
上的双提高，努力做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公安部对有关问题十分重视，针对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问题都有相关指导性文章和制定相应的内部规定；就严
格、公正、文明执法进行法制教育和有关学习，比如我们学
习了《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反腐-败斗争，
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
伍》、《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决定》、《公安部关于坚
决制止公安干警刑讯逼供的决定》、《公安部关于排除干扰
杜绝说情严格依法办案的》、《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
《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十不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警-察法》、《人民-警-察内务条例》等遍目。

通过学习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情况就如何严格、公正、文
明执法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

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法制建设基本方
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纠
正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尊
严。严格执法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结合我们工作实际不能只重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比如
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中以前我就有这种意识，只要证据充分
了往往就不去考虑程序上的立案呈批，在传唤中不用传唤证，
这些很容易造成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另一方面，严格执法还要注意粗暴执法，我们公安机关在执
法中有一整套严格规定，比如在询问当事人、证人、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时必须要严格执法要加强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人民警察综合素质，提高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
平。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各项执法责任制，强化落实各种形
式的执法监督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加强队伍的教育和管理
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人民-警-察队伍文明之师、威武之
师的形象。加强执法规范建设，让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成为
制度。要开展综合执法，提高执法技巧，对于屡教不改、蓄
意闹-事、干扰执法的当事人，多用“智缺，少用“武攻”。
要认真并贯彻行政复议法，保障国家法律监督制度在公安工
作中的贯彻执行。

二、公正执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公正执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公正执法就是不
偏不纵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法定职权，公民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执法者不能超越法定职权执法。公正执法要求执
法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对发生的违法行为敢于纠正并依法处
罚，不搞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的态度不好而
加重处罚或态度很好而从轻处罚“态度执法”、不以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与我们有关系或亲戚或朋友因而
加重或从轻处罚的“关系执法”、“人情执法”，做到见违
必纠，违法必罚，罚而有据。只要违法犯罪不管你官居多高、
功有多大都应依法予以追究。据资料报道，20年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已经审议和通过各种法律和有关法律问
题的文件就有328件，这期间国务院还制定了700多件行政法
规，各地方省级人大制定和批准了5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仅
八届人大五年间，就立法 118件。通过普法教育，公民的法
律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在执法中，更加注意
执法的公证性，.

三、文明执法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



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公安是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安人员的职
业道德规范是确保他们履行职责的基石。通过多年的工作经
验和职业实践，我深刻体会到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和
意义。下面我将从“忠诚为民、守法公正、勇于担当、自律
自强、奉献社会”五个方面，分享我个人对公安职业道德规
范的心得体会。

首先，忠诚为民是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之一。作为一名
公安人员，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和权益。无论
是在执勤一线还是处理案件、办理业务时，我们都要始终站
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民服务。我们应该从谦虚的态度和
真诚的关怀出发，尽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和困难，切实做
到“为民服务、为民办事、为民解忧”。

其次，守法公正是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公安人员
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法乱纪，不得滥用职权，不得徇
私舞弊。在办案过程中，我们要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以
私心为依归，绝不冤枉好人，也绝不放过坏人。只有弘扬法
治精神，做到法不私情、审慎公正，才能树立公安机关的良
好形象。

第三，勇于担当是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特点。公安工作
与社会安全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有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精
神。在执勤一线，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对抗一切危险和挑战；
在处理案件时，我们要主动调查取证，积极破解问题，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高度负责，勤勉尽
责，不推诿、不推责。

第四，自律自强是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素质。作为公安
人员，我们既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群众的保护者，更是道
德的表率。我们要时刻自我约束，自律自强，不断提升自身
素质和能力。在工作中，我们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专业水



平；在生活中，我们要自觉遵纪守法，注重修身养性，做一
个有道德、有修养的公安人员。

最后，奉献社会是公安职业道德规范的最高追求。公安工作
是一项充满牺牲和奉献的事业。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时刻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和安宁而努力奋斗。我们要敢
于牺牲，敢于付出，无私奉献。只有把工作看作是一种责任
和荣誉，将个人的奉献精神融入到公安工作中，才能真正实
现对社会的贡献。

总之，公安职业道德规范是公安人员必须遵守和践行的基本
准则。只有胸怀正义，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站在社会的前沿，
才能真正做到公安行业的高度规范和高效运行。我希望每一
个公安人员都能意识到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能力，为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之一，一直承担着维护社会安定秩序、
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重要责任。为了更好地履行这样的职责，
公安机关必须具备专业化的知识和规范的职业素养。本文将
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分享一些我在公安机关职业规范中的心
得体会。

第二段：职业操守规范

公安机关需要严格要求自身的职业操守，在执行执法任务的
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证据法定原则和程序规定。
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对其
进行合法保障和维护。在案件调查处理中，需要保持谨慎、
公正、严谨的处理原则，深入调查研究，依法独立审判，不
能乱用职权，更不能违法乱纪。因为职业操守是公安机关执
法基础，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脱离职业操守的规范去执行执法



任务。

第三段：执法尺度规范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执法尺度的规范也至关重要。面对不断
变化的治安形势，我们需要高度认识到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
遵守执法纪律，保证执法一直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在办理
案件的过程中，也要根据案情、证据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明
确执法的尺度，不能私自的随意调整执法计划。作为执法人
员，需要时刻保持专业本领的提升，进行专业学习深度挖掘
研究，增强执法质量，提高执法效率。

第四段：管理守则规范

规范的管理守则对于公安机关的工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首先，在组织工作中，应该明确职责，制定相应的目标
规划，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协作力量。其次，在考核方
面，需对工作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及时进行激励
和惩戒，维护内部的管理纪律。此外，在信息管理方面，公
安机关也应运用科技手段，严格保障警务信息的安全、有效
运行，防止信息泄漏，保证执法、安检、情报等工作的无缝
衔接。

第五段：服务宗旨规范

公安机关还应当在服务宗旨上保持规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
的权益。要在工作中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责任感，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无论是
案件的调查处理还是社会治理的公共安全建设，作为公安机
关应该秉持着服务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和及时的
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结论：



以上是我在公安机关职业规范中的心得体会，每一个环节都
是不可或缺的，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细致的执行。与此同时，
职业规范的落实也需要不断加强，也应呼吁广大同行要时刻
注重自身素质和工作素养的建设，严格执行职业操守，不断
提升自身执法能力，不断推动公安机关职业规范的建设。

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注：由于我是AI语言模型，且本身无法提供私人经历，所以
本篇文章中的内容和思路仅供参考。

第一段：引言

公安机关是国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在法律和制
度的约束下，承担着捍卫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责。
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的职业规范尤为关键。在学习和工
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公安机关的职业规范具有很强的
约束力和示范性，成为我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第二段：谈职业道德

在实践工作中，作为公安人员，我们不能只关注自身的利益，
更要考虑社会、群体、国家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包括忠诚、责任、纪律、廉洁、服务精神等方
面的素养。在出警、侦查、巡逻等环节中，时刻紧绷职业道
德这根弦，保持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行动，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第三段：强化法律意识

作为公安人员，必须在各个环节中深入学习法律，提高法律
素养。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各种案件，其中一些
案件相当复杂、繁琐，需要我们做到一丝不苟地按照法律程
序操作。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始终把法律放在首位，有利



于避免气氛的紧张与恶性循环，促进案件顺利解决。

第四段：重视协作精神

公安机关是一个集体，需要大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任务。
尤其在现代治安形势下，安保形势更为复杂、严峻，需要我
们时刻保持协作精神与团队意识。作为团队的一员，我应该
时刻关注同事的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协
作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实现团队事业的经济、快速发展。

第五段：总结

在工作中，职业规范是公安机关正确执行职能的重要保障。
公安人员作为一个团队，应该时刻保持职业身份，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保持协作精神，并时刻加强自己的道德和法律意
识，保持正确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将职业规范贯彻到工作的
层面，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祖国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安民警执法不规范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学习“秉公执法、人民公安为人民教育”后充分认识到
进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是公安执法工作的准绳，是公
安工作的生命线，是重树人民公安警-察在群众中威望的形象
工程。因为，在我们的公安实际工作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
问题，新闻媒体也时有曝光，大致表现在执法不严：犯罪分
子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执法不公：收受当事人钱物、吃喝
拿要办人情案、执法行为不文明，举止粗俗、态度蛮横，审
讯犯罪嫌疑人时动手动脚，甚至造成打人致死的恶劣后果。
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在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在社会
上造成不良影响。究其根源还是个别领导干部和民-警以执法
者自居、管人者自居，而放松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或守法
意识不强、或目光短浅、贪图好处，置法律于不顾，徇私枉
法。作为警-察并非仅仅是某个单位、某个派出所的一员，在
群众眼里，你是执法者，是代表了最具权威的法律在行使职



权，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是群众的保护神，因而我们的言
行举止是否文明、有无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近几天来的学习，感觉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对自身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了进一步认识。相信
通过“三项教育”，公安队伍整体素质一定会得到进一步提
高，一定会克服自身的不足，在工作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
也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
仆意识，立足本职、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取得业务和思想
上的双提高，努力做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公安部对有关问题十分重视，针对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问题都有相关指导性文章和制定相应的内部规定;就严格、
公正、文明执法进行法制教育和有关学习，比如我们学习了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
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决定》、《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
公安干警刑讯逼供的决定》、《公安部关于排除干扰杜绝说
情严格依法办案的》、《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公
安机关和公安干警十不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
法》、《人民-警-察内务条例》等遍目。

通过学习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情况就如何严格、公正、文
明执法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

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法制建设基本方
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纠
正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尊
严。严格执法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结合我们工作实际不能只重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比如
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中以前我就有这种意识，只要证据充分
了往往就不去考虑程序上的立案呈批，在传唤中不用传唤证，
这些很容易造成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树立人民-警-察队伍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加强执
法规范建设，让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成为制度。要开展综合
执法，提高执法技巧，对于屡教不改、蓄意闹-事、干扰执法
的当事人，多用“智缺，少用“武攻”。要认真并贯彻行政
复议法，保障国家法律监督制度在公安工作中的贯彻执行。

二、公正执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公正执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公正执法就是不
偏不纵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法定职权，公民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执法者不能超越法定职权执法。公正执法要求执
法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对发生的违法行为敢于纠正并依法处
罚，不搞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的态度不好而
加重处罚或态度很好而从轻处罚“态度执法”、不以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与我们有关系或亲戚或朋友因而
加重或从轻处罚的“关系执法”、“人情执法”，做到见违
必纠，违法必罚，罚而有据。只要违法犯罪不管你官居多高、
功有多大都应依法予以追究。据资料报道，20年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已经审议和通过各种法律和有关法律问
题的文件就有328件，这期间国务院还制定了700多件行政法
规，各地方省级人大制定和批准了5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仅
八届人大五年间，就立法118件。通过普法教育，公民的法律
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在执法中，更加注意执
法的公证性，.

三、文明执法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

文明执法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所谓文明执法，是指执法人员以人为本，依照法律规定的职
权和程序，运用法律规范办理各种案件，坚持教育与处罚相
结合，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文明执法是人民-警-察
的属性所决定的。人民-警-察执法的对象大多是人民群众、
外来人员、“两劳”释放人员，遇到的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
内部矛盾，有的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后果的，应教育其纠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