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篇一

八项规定内容是这样的：“改进调查研究”、“切实改进会
风”、“切实改进文风”、“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
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
俭节约”。

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
有重要的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领导抓起，要求别人
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
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首先，要立足岗位，自觉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要坚持以人为本。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经常
性的深入基层，与群众面对面的交谈，心贴心服务，为民办
实事，倾听群众呼声，不激化群众矛盾。

其次，要以身作则，做事情少讲排场，少走形式，摆正态度
和立场，尽量减少给群众带来的麻烦和不满。

最后，作为基层干部，是最贴近群众的，一方面即代表了政
府在群众中的印象，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出表率，另一
方面，要做好群众的传声话筒，及时反映群众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尽快解决。

总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想为民所想，利为民



所谋，情为民所系，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才能当好领
导干部，百姓拥护，造福一方。

一、八项规定主要内容：

（1）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
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
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
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
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
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2）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
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
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
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
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3）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
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4）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
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
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
迎送。

（5）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
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6）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
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
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7）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
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8）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
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二、心得体会写作方法

（一）简略写出自己阅读过的书籍或文章的内容，然后写出
自己的意见或感想。明确的说，就是应用自己的话语，把读
过的东西，浓缩成简略的文字，然后加以评论，重点的是着
重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意见。

（二）将自己阅读过的文字，以写作技巧的观点来评论它的
优劣得失、意义内涵，看看它给人的感受如何，效果如何。

（三）应用原文做导引，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我们可
以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做为引导，然后发表见解。

（四）先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感想，然后引用读过的文章来做
印证。

（五）将读过的东西，把最受感触、最重要的部分做为中心
来写；也可以把自己当做书中的主角来写；也可以采用书信
的方式来写；更可以采用向老师或同学报告的方式来写。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篇二

酒对人影响力之大之深，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也没有能
力穿越时光隧道，因此也无法真切地感受古人对酒的态度，
不过查阅一下史志典籍，我们还是能够窥视一二。

早在2500年前，佛教的创始人释伽牟尼就在《佛说优婆塞五
戒相经》中，将“不饮酒”做为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应持守



的戒律，时至今日，广大信众仍信守奉行。

《战国策》中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
钦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
者”。仪狄制作美酒去拍马屁，没想到大禹不仅不领情，还
下了个“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批语，这大概可以视为
最早的“禁酒令”。

古人倡导禁酒，对于文人却好像不起什么作用，该喝还喝，
该醉还醉。但是，几位嗜酒的文人是不能够代言所有古人的，
“李白斗酒诗百篇”，对于文人的醉酒国人在感情上一直持
宽容的态度。然而醉酒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尤其是
醉酒后乱说乱骂不知东南西北尿床吐秽者，更是丢人显眼。
至于酒后乱性或借醉酒之名行违法之事，则更是害人害己、
误国误民。这大概正是古圣先贤们对酒持以抵制态度的原因
了。

古人饮酒倡导“温克”教人不做“三爵不识”。所谓“温
克”，即是说虽然多饮，也要能自持，要保证不失言、不失
态。所谓“三爵不识”，指不懂以三爵为限的礼仪。《礼记
玉藻》提及三爵之礼云:“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
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就是说，
正人君子饮酒，三爵而止，饮过三爵，就该自觉放下杯子，
退出酒筵。所谓三爵，指的是适量，量足为止，这也就是
《论语乡党》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的意思。

大概从宋代才开始，人们比较强调节饮和礼饮。至清代时，
文人们著书将礼饮的规矩一条条陈述出来，约束自己，也劝
诫世人，如:《酒箴》、《酒政》、《觞政》、《酒评》等。
清人张晋寿《酒德》中有这样的句子:“量小随意，客各尽欢，
宽严并济。各适其意，勿强所难”。由此可以看到清代奉行
的礼饮规范的具体内容。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篇三

全国大事，与我直接有关联的，无非是我国实施了更严格的
严禁酒后驾车行动。而孙伟铭张明宝醉驾案，杭州飙车案，
则是“戒酒令”中一个又一个顶风违纪的插曲。在网络、电
视、报章等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下，凄惨的车祸时刻敲打着
公众的神经，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的危害，把人们对尊重生
命的意识渐渐地唤醒，激昂愤怒的情绪彻底点燃，要求对肇
事者加于严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一些法律专业人
士理智的声音，也在大众盲目过激的喊杀声中淹没。

重大的交通恶性事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肇事者事前
都有较多的违纪违章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严厉的处
罚。试想一下，一个司机，从驾车的第一天开始，一有违章，
立刻被惩处，不管什么地位什么权力，拘留，罚款，通报，
曝光，让违规不再是特权的象征，而是无知无能的表现，也
许，很多的恶性事故不会再发生，这个世界上就少了许多不
明不白的冤魂。

当然，对肇事者的制裁是必要的。应当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而不是建立在公众的“民愤”之上，刑罚针对的是事实之罪，
罪的大小不随着“民愤”的大小而改变。“民愤”只能说明
人们对交通事故的危害由麻木变得重视。

斯人已逝，生者犹存，我们活着的人，还在参与交通的人，
要做点什么，才可以告慰这些逝去的亡魂?也许我们自己也说
不清楚。不要超速飙车，不要酒后驾驶，文明礼让，遵守交
通法规，至少，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使自己不要沦为下
一个孙伟民或张明宝。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篇四

为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严肃工作纪律，树
立机关干部职工文明、高效、廉洁、勤政的良好形象，近日，



县委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实施“禁酒令”:全县
干部职工在工作日及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期间严禁饮酒。以此
推动全县干部职工以昂扬的精神、踏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
开创全县工作新局面。

一、明确对象，严格禁酒要求

此次“禁酒令”的颁布，主要是针对全县干部职工，并提出
了6项禁酒要求：一是严禁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饮酒；二
是严禁在值班和执行公务时饮酒；三是严禁单位之间用公款
相互宴请；四是各单位有公务接待活动时，一律在县机关食
堂安排自助餐，除特殊情况经主要领导批准外，原则上不安
排饮酒；五是县处级领导及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到基层进行公
务活动时原则上不得饮酒，乡（镇）干部不得劝酒、逼酒；
六是节假日及双休日无值班或工作任务时可适量饮酒，但必
须保证不影响工作日正常工作。

二、强化监督，严格贯彻落实

为保证“禁酒令”落到实处，县里专门成立了由县委办、政
府办、纪检委、组织部组成的督查领导小组。督查小组通过
明察暗访、定期不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禁酒
令”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并向社会公布了禁酒监督电话，积
极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违反“禁酒令”规定的人员，情节
较轻的，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对本人进行诫勉谈话；情
节严重并造成违纪后果的，将按相关规定进行纪律处分。对
顶风违反“禁酒令”的，严惩不怠，绝不手软，以确保“禁
酒令”令行禁止、令行长久、落实到位。

三、落实责任，建立长效机制

公安部门禁酒令心得体会篇五

酒对人影响力之大之深，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也没有能



力穿越时光隧道，因此也无法真切地感受古人对酒的态度，
不过查阅一下史志典籍，我们还是能够窥视一二。

早在2500年前，佛教的创始人释伽牟尼就在《佛说优婆塞五
戒相经》中，将“不饮酒”做为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应持守
的戒律，时至今日，广大信众仍信守奉行。

《战国策》中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
钦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
者”。仪狄制作美酒去拍马屁，没想到大禹不仅不领情，还
下了个“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批语，这大概可以视为
最早的“禁酒令”。

古人倡导禁酒，对于文人却好像不起什么作用，该喝还喝，
该醉还醉。但是，几位嗜酒的文人是不能够代言所有古人的，
“李白斗酒诗百篇”，对于文人的醉酒国人在感情上一直持
宽容的态度。然而醉酒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尤其是
醉酒后乱说乱骂不知东南西北尿床吐秽者，更是丢人显眼。
至于酒后乱性或借醉酒之名行违法之事，则更是害人害己、
误国误民。这大概正是古圣先贤们对酒持以抵制态度的原因
了。

古人饮酒倡导“温克”教人不做“三爵不识”。所谓“温
克”，即是说虽然多饮，也要能自持，要保证不失言、不失
态。所谓“三爵不识”，指不懂以三爵为限的礼仪。《礼记
玉藻》提及三爵之礼云:“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
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就是说，
正人君子饮酒，三爵而止，饮过三爵，就该自觉放下杯子，
退出酒筵。所谓三爵，指的是适量，量足为止，这也就是
《论语乡党》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的意思。

大概从宋代才开始，人们比较强调节饮和礼饮。至清代时，
文人们著书将礼饮的规矩一条条陈述出来，约束自己，也劝
诫世人，如:《酒箴》、《酒政》、《觞政》、《酒评》等。



清人张晋寿《酒德》中有这样的句子:“量小随意，客各尽欢，
宽严并济。各适其意，勿强所难”。由此可以看到清代奉行
的礼饮规范的具体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