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零容忍心得体会(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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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是我们
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零容忍心得体会篇一

2022年，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
照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对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仍然还有很大差距。一是落实“一岗双责”不够到位。
部分班子成员还存在抓业务多，对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监
督检查相对少的现象，对干部职工日常教育管理少。二是工
作作风偏软、偏懒，抓工作落实的力度不够。对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问题，分析研判不及时，主动思考推动不够，影响工
作效率。受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监督不
够到位。三是部分班子成员还存在好人思想，咬耳扯袖、红
脸出汗还没有形成常态，多样化开展监督执纪不够。

下一步，我局将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执着，坚决把“严”的主基调贯穿工作始终，进
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违纪违法行为
揭示力度，为建设“阳光康养城、宜居新汉源”提供坚强监
督保障。

（一）坚决扛稳廉政责任。继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
设举措，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强化廉
政纪律、严守廉政“高压线”。采取观看廉政警示片、上廉
政党课、学习典型案例通报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廉洁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不踩红线、不碰底线、不闯雷区”
思想，严格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扎实做好本职工作。积极



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和派驻纪检组履行好监督责任，加强对责
任落实情况的督促提醒。

（二）加强党员监督管理。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落实谈心提醒制度，了解掌握党
员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了解核实，做
到监督常在，形成常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着力抓好
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
特别突出对一线人员、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三）持续开展作风建设。继续深化和巩固干部作风大整顿
活动的成果，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人员从党的百年历史中读懂强党
之路、复兴之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
基因。坚持依法文明廉洁，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范围
和程序开展工作；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客观作
出评价，审慎使用“自由裁量权”。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
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提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水平。全体
人员要视廉洁为生命，始终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始终
自重自省自励自警、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
遵规守纪的明白人。

零容忍心得体会篇二

通过这两天的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酒后驾
驶的危险。酒驾，不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损害了自己的
利益。新的酒后驾驶处罚规定：酒驾罚款1000元以上20**元
以下，暂扣驾驶证6个月;再次酒驾拘留10日和罚20**元，吊
销驾驶证。

这不止是金钱的损失，更留下了不好的记录，六个月的扣留
驾驶证，使得以后的出行不方便，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所以可以说酒驾是害人又害己。



酒后驾驶危害很多；会使人触觉能力降低，判断能力和操作
能力降低，视觉障碍，饮酒后可使视力暂时受损，视像不稳，
辨色能力下降，同时饮酒后视野大大减小，视像模糊，眼睛
只盯着前方目标。

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现，易发生事故;心理变态，
在酒精的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地估计自己，对周围人的劝
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干出一些力不从心的事，饮酒后易困倦。
知道这些危害后，又通过这次的学习，使我想到了“珍爱生
命，拒绝酒驾”这八个字。

零容忍心得体会篇三

20xx年，xx镇党委、*在县委、县*的领导下，以“防洪保安
全”为主，认真做好防汛工作，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确保安全度汛。现对我镇的防汛准备工作总
结。

我镇水资源十分丰富，有河道2条、大小塘堰236口；为做
好“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准备工作，在年初对防汛工
作做出早安排，成立了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充实防汛指
挥部成员，完善了防汛工作预案，制定了工作措施，进一步
全面落实以主要领导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做到思想到位，
措施落实，并完善村级防洪预案，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做到
了领导认识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以确保
安全渡汛。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xx镇认真组织学习上级防汛工作会议、文件精神，及时传达
上级对防汛工作的指示，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在防汛工作中克
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到今年防汛形势，认真落
实防汛责任制，牢固树立防汛工作无小事，真正立足于防大
汛、抗大灾、抢大险，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做好各项



工作。

2、制定应急抢险预案，组织开展业务技能培训

针对我镇防汛工作的现状，结合去年工作运行情况，xx镇认真
修订了xx年的防汛抢险预案、应急预案。组织民兵应急抢险
队伍开展了防汛演练，组织进行了4次集中业务技能培训。

3、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检查督促工作

xx镇积极落实领导班子、各单位、各村负责人防汛责任制和
防汛职责，及时上报、反馈情况。同时，加强对防汛责任制
的检查督促工作，制定了检查督促制度，要求镇督查考核工
作组随时进行检查，以进一步落实防汛职责。

4、严肃防汛纪律，加强防汛值班

按照防汛工作有关规定，xx镇及时修订了防汛值班制度，落实
了防汛值班责任制，实行防汛值班、当班、带班制。坚持24
小时值班制。值班人员严格遵守各项防汛工作制度，坚守值
班岗位，认真履行值班职责，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
及时掌握并向上级部门反映重要情况、及时上报雨情雨量，
做到上报情况及时、准确。

5、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

汛期实行工作人员巡山查哨，对易滑坡、泥石流、塌陷等险
段及时排出隐患，随时监测灾害变化情况，及时上报，由各
村工作组长负责监测，做好防汛抢险队伍、抢险物资和应急
通讯设施、备用电源等一系列措施的准备，做好迎战大洪水
的各项工作，一旦发生灾情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并及时向防
汛部门上报灾情情况。

1、由于我镇地理位置特殊，有河道两条（凯江河、小东河），



防汛难度较大。

2、缺乏资金投入，在应急抢险物资、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的文件会议精神，以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继续完善好防汛工作预案，
落实好防汛责任制。

2、实行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式，把工作重心下移到村级，实
行群防群治。

3、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加大对防汛物资的筹备，完善
各种防汛设施。

4、加强对防汛抢险队伍的训练，努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使防汛队伍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5、防汛工作做到早安排、早落实，工作到位、责任到人。

零容忍心得体会篇四

20xx年，在区委、区*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三防指挥部的统一
指挥下，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依法
防洪，科学调度，做好汛期的防汛抗洪工作，有效地抗击洪
涝灾害，保证了重要堤防无一决口，水库无一垮坝，最大限
度地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5月14日至xx日，受较强暖湿气流影响，我区各地先后遭遇大
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全区五个
镇、两个街道办事处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受灾人口30340
人，死亡人口8人，失踪人口1人，转移人口1xx44人，倒塌房
屋41间，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损坏堤防9处、千米；陂头冲毁38座；损坏灌溉设施99
处；损坏水电站41座。



8月15日，受台风“尤特”影响，我区再次遭遇强降雨袭击，
强降雨造成我区严重洪涝灾害。8月洪灾使全区5镇2街受灾，
受灾人口46760人，转移人口14428人，倒塌房屋176间，直接
经济损失万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6030、37万元。
损坏堤防（土堤）67处千米、堤防（土堤）决口9处千米、损
坏护岸13处、冲毁塘坝1座、损坏灌溉设施148处、损坏机电
泵站2座、损坏水电站69座。

（一）领导重视，责任到位。

3月29日，召开了全区三防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区20xx年的三
防各项工作，提出了20xx年我区三防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在
会议现场签订了区*与镇*的防汛工作责任书。2月底，根据我
区部分领导岗位变动的情况，及时调整了我区三防指挥部指
挥、副指挥、各相关单位成员人员。

汛期来临前，我区范围内的大型水库孟洲坝电厂、中型水库
沐溪水库以及小（二）型以上水库以及小水电站工程的防汛
责任书也已签订完成。各镇*、各街道也建立健全了三防指挥
机构，各镇*与村委会也已签订了防汛工作责任书。确保了每
宗工程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的落实到位。

（二）严格巡查、科学调度，及时排除险情。

从今年2月22日开始，我区组织多次防汛安全专项大检查。对
辖区内的中型和重点小（一）型水库、重点山塘、小水电站
等进行重点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市也组织人员对我区的三防工作和部分工程进行了抽查，并
对我区的三防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区三防办负责组织落实，一是组织各镇、街及相关单位、部
门对辖区内的山塘、水库、电站等蓄水工程进行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二是洪水来临前及时通知沿江、
沿河*低洼地带群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三是提前做好防御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镇积涝、局地洪涝、崩塌、山体滑坡、
泥石流和危房倒塌等次生灾害。四是由区水务局抽调技术人
员组成检查组，到各重点灾害易发地区进行巡查，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处理，及时报告。五是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运行调度
方案，对于出现超汛限水位运行的水库，采取预排措施和应
急排洪措施，根据水库调度原则立即全开闸门放水，降低水
库蓄水位，充分发挥水库拦洪错峰作用，减轻水库下游地区
的防洪压力，并提前通知下游地区群众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三）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

汛前，区三防办制订了今年的汛期值班制度，各镇*、各街道
也建立起汛期值班制度，从4月1日起开始了今年的汛期值班。
各级三防机构确保24小时有人值班，三防值班电话、传真、
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的电话均保证24小时畅通，确保了三防
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领导的指挥决策依据提供充分的保障。

如接到气象部门的重大气象信息，我区三防办立即采取了加
强值班的措施：一是区三防办增加一名值班人员；二是要求
各镇、街也相应加强值班力量，并由区三防办对各单位值班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水雨情、工情和灾情能及时处理和
传递反映。三是区三防办加强了信息的收集和甄别，做好信
息的把关工作，确保了各类信息及时、准确、有效地传递，
避免了出现迟报、漏报和错报现象。

（四）落实三防物资储备与防汛抢险队伍。

物资储备是作好防汛抢险工作的基础与保障，是汛期准备工
作的关键。我区水利工程储备了一定的防汛物资，区委、
区*要求各地和工程管理单位，加大资金投入，认真做好防汛
应急器材和物资储备工作，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
无备”的原则，及时补充或更新防汛抢险应急物资和器材。
尤其是存在隐患、交通不便的水库工程，必须按要求备足防
汛物料，保障防汛抢险急需。



在落实水利工程抢险队伍方面。积极配合市三防办抓好省轻
舟三大队、xx市防汛抢险应急大队的训练和组织动员工作，队
伍要进入备战状态，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各镇重新登记落实工程防汛抢险队伍花名册，加强演
练。防汛抢险队伍采用“三合一”的办法解决，即土地规划
防控队伍、森林防火队伍和防汛抢险队伍统筹调配。各镇及
时补充抢险队伍所需物品，做好保障，不断提高抢险队伍应
急救灾能力。

零容忍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土肥站在局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切实贯彻落
实党的*精神，认真抓好测土配方施肥、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
等项目建设工作，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
力，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现将
一年来工作总结如下。

（一）测土配方施肥项目

围绕“夯实土肥基础工作、强化示范样板带动、加强配方肥
推广应用、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信息化服务”等中心工作，
全面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在土肥水基础工作上，一是强化了田间试验管理，明确了专
人负责田间试验，共开展蔬菜“2+x”田间试验4个，玉
米“3414”不完全试验1个，晚稻配方校正试验2个。加大配
方的自修订，主要的大配方（基肥）有早稻的15－13－13，
中稻16—12－14，晚稻16－9－12，烤烟10－20－13等。做好
了全县土肥水调研，选择100户农户开展农户施肥跟踪调查。
对全县主要农作物开展最大、最适、最低以及配方肥建议调
查摸底，切实掌握了全县农作物施肥状况。为下步进一步优
化施肥结构、科学*衡施肥，实现化肥施用零增长打下了良好
基础。



（二）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项目

20xx年xx县重金属污染耕地应急性修复面积50700亩，项目资
金万元。根据土壤基础数据，选择中轻度重金属污染（－）
耕地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耕地应急性修复，项目计划落实施
用生石灰面积50700亩，优化水份管理50700亩，施用商品有
机肥34000亩，种植绿肥16700亩，喷施叶面阻控剂50700亩。
根据项目实施有关要求，结合实际，我们选择敖泉镇、方元
镇、浩塘镇、和*镇、雷坪镇、欧阳海镇、仁义镇、樟市镇
等9个乡镇46个村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应急性修复，实施面
积51471亩。对区域内晚稻生产区集中开展施用生石灰、优化
水分管理、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喷施叶面阻控剂等
应急性修复技术措施。至20xx年7月1日起，共完成了商品用
机肥、生石灰、叶面阻、控剂优化水分管理、种植绿肥等技
术措施的物资及服务的采购，累计完成物资采购吨，安排水
分管理人员371人，采购资金万元。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一是成立了分管农业工
作的副*任组织长的xx县重金属污染耕地应急性修复工作领导
小组，组建了9个技术指导小组，各项目乡镇同时也成立了领
导小组，落实工作地方*主体职责。二是制定工作方案，确保
工作顺利开展。制定了《xx县20xx年重金属污染耕地应急性修
复实施》，出台了《重金属污染耕地扩面修复项目考核办
法》，对各乡镇项目实施情况进地考核，建立奖优罚劣制，
项目工作的前三名，分别奖励2万元、万元、1万元。通过落
实项目考核措施，调动了地方*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仅落
实好了各项工作措施，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乡镇干部的工作灵
动性。三是开展产品抽检，确保产品质量。商品有机肥抽
检28批次，生石灰抽检18批次，阻控剂抽检10批次，绿肥14
批次。四是加强宣传培训，增强思想意识。累计组织各级培
训场次101次，培训人员4968人次，发放各种技术资料15000
余份。特别是在8月17日至8月21日，我们组织县乡村三级培
训，讲政策、讲意义、讲技术。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农



民不仅明白了项目实施的意义，也掌握各项技术措施。五是
规范产品采购，确保程序到位。在物资采购中，我们严格按照
《关于20xx年长株潭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产品与服务技术质
量要求的指导意见》组织项目物资招投标，所有物资采购一
律按公开招标评标法进行，兼顾了企业利益，保证了产品质
量和工作的有序开展。六是加强物资发放登记，确保物资落
实不走样。所有物资一经招投标，第一时间通知项目乡镇组
织物资调运发放工作。采购的物资统一运到村，乡镇干部、
农技术员、村组干部协同发放物资，领用农户在产品发放表
上填写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物资台帐经公示后，建档造
册保存。通过落实乡镇主体责任，调动基础农技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整个物资发放过程秩序井然，农民没有不满情绪。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意识。20xx年，我县切实加强耕
地质量建设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对
《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湖南省非农建设用地补充
耕地项目验收办法》、《湖南省地地开发整理条例》、《湖
南省耕地质量评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全年出动宣传车辆12台次，人员67人次，印发各
类资料万余份。

二是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切实开展耕地质量评定工作。按照
《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湖南省耕地质量评定办
法》、《湖南省非农建设用地补充耕地项目验收办法》及《xx
县耕地质量管理办法》，我县着力抓好占补*衡补充耕地建设
与管理，农业局会同国土部门切实加强占用耕地补充耕地项
目的实施，严格按照《条例》和“两个办法、两个通知》文
件精神执行相关耕地质量与建设工作。具体包括：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审核，耕地划补方案的制定和审核，耕地补充
项目选址论证，耕作层剥离回填方案制定，补充耕地质量评
定和验收等方面工作。20xx年，对火田村、潭沙村、扫村、茅
栗村等5个村新开耕地进行了质量评定，面积公顷。



建立了我县耕地质量评定数据库，建立并完善仁义岸村部级
土壤肥力定位监测点和5个省级、10个市级大田肥力定位监测
点建设，及时调查取样跟踪土壤肥力变化情况，建立了大田
监测数据库。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要求，根据省站土壤墒
情监测技术操作规程，结合本县农业生产特点，20xx年，我们
选择了10个土壤墒情监测点，(其中旱土5个、水田5个)，坚
持每月监测土壤墒情2次，并及时发布《湖南省xx县土壤墒情
简报》，全年共发布土壤墒情简报12期，发布墒情信息资
料6000余条。通过开展土壤墒情监测，基本掌握了我县主要
土种水份状况与降水量间的关系及动态变化情况，为我县的
农业生产抗旱节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做好各类信息表格填报，严格按照省市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
要求，填报各类土肥水专业报表、项目进度月报等报表。扎
实完成了各类总结、技术资料、工作动态简报的编写、上报
和发布等工作。

1、做好20xx重金属污染修复项目申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