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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党风建设清正廉洁篇一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要时刻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拒腐防变
能力，增强责任意识，促进廉洁自律建设。今后，在平时的
工作和学习中，我要切实做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头脑。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
是能否做到自律的思想基础。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
小事细节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无数事实证明，背弃
理想信念是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每位党员干部要
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严格自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
容，融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化为自觉自愿的行
动。

正确对待名利，把住关键环节。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近年来，很多查处的腐败分子虽然职务各有高低，年龄差别
较大、学历层次不等，走向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正确看待个人名利得失，小
洞不补，大洞吃苦。党员干部要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必须
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良好心态，正确对待名利，从司空见惯
的小事和小节抓起，加强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未雨
绸缪，防患于未然。



筑严思想防线，带头遵守纪律。一个人的变化是从思想上的
变化开始的。为此，必须经常加强政治学习，牢固树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志当存高远，才不至于被困于名缰利锁，受制于一已私欲。
严格遵守，模范执行各项党纪国法，起到带头表率作用，只
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群众，取信于组织。同时，要自觉的接
受监督，而决不能漠视甚至规避监督。

算清廉政账，做个忠诚人。经常算算廉政账，可以使人明辨
利弊得失，坚定理想信念。算好政治账，不能自毁前程，损
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算好经济账，不能丢掉公职，生老病死
难保障。算好名誉账，不能自毁声誉，颜面尽失。算好家庭
账，不能使妻儿受累，老人蒙羞。算好自由账，不能众叛亲
离，遗憾终身。算好健康账，不能精神紧张，损害健康。这
七笔账需常思勤算，非一时一地、一时之需，须随时随地，
伴算终生，时刻做一个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
的党的好干部。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既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又从反面
教材中汲取了教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时刻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强化“四个意识”，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
己，为范县谱写发展新篇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党风建设清正廉洁篇二

在古汉语中，“廉”的本意是“堂隅”，“堂隅”包含正屋
和角落，寓意为“普遍兼顾”，引申为公正、无私，这也
是“廉”字由“广”和“兼”构成的深意。

古代对官吏考核的标准有“六计”，《周礼》上说：“一曰
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
辨。”这六个标准是指廉洁且善干，廉洁且能干，廉洁且敬
业，廉洁且正直，廉洁且执法无误，廉洁且明辨是非。“物



必先腐，而后虫生”这是小到个人，大或于集体于社会都是
同样通用的道理。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对手握公权、执掌
公器的个人，还是坐拥山河、公为天下的一个王朝、一个国
家来说，廉者，都是为人为政的根本。

在我看来，廉，不单单是一种行为表现，它更重要的是正真能
“廉”的能力。在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里，能冠
以“纯净无垢”四字者，必是最美好的东西，这是人与生俱
来的明辨且享受纯洁美好的能力。所以，能“廉”的第一能
力，是善明辨。

诗人对菊花最高的赞美是“宁可抱香枝头死，何曾吹落北风
中。”，因为菊花的品格是坚持，是对个人操守的坚持。因
为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所以能轻易拙破世俗的名缰利锁，这
是对精神品格的明辨。隐者对生活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只有内心有了最坚定的东西，才可以视
雄壮如南山者悠悠然以见之。见之无心而望之有心，心之所
见而目之所及也，这是对精神境界的明辨。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走在时光的阡陌里，我
们都是赶路人；站在取舍的仰合间，我们都是修行人。善辨
的途径是勤学、是善思、是笃行。我们必须在风雨兼程的历
练中学会明辨清浊与美丑，又要勤于从清浊混沌的界隙处回
望来路时不断思索，待用坚韧笃定的力行将自己修得清明浩
荡时，才能在这山一程、水一程的跋涉中收获那个平静如水
温暖于心的自己。我想，这就是作为一个渺小而又独立的人，
需要坚持廉以修身，坚持廉以养德最美好的结果。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百年
党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
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够比党史带来更深刻的警示、启示与
借鉴，没有任何一份经验，能够比党史带来更生动的指导意
义。我们的党正因为有着“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赤子之情，才能拥有壮士扼腕的决心去刀刃向内、去勇于自



我革新。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美的样子！

党风建设清正廉洁篇三

按照县纪委的安排，我和其他纪检监察干部一起参观了河南
廉政文化教育馆。参观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在我的内心产
生了强烈震撼。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廉洁意识融入灵魂，时时处
处廉洁自律，时刻绷紧“廉洁”这根弦，才能真正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把好自己人生的“总开
关”。对我自己而言，组织把我放在质监局纪检组长的岗位
上，既是一种信任，也寄予了厚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
不断加强学习，时刻保持警醒，按照为民务实清廉和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要求，努力践行党的宗旨，牢固树立
群众观念，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保持良好的公仆形象，向党
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要正“心廉”，提高认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经常照
照镜子、正正衣冠，随时洗洗澡、治治病，祛除思想诟病，
防止出现追求享乐、追求安逸、不思进取的不良精神状态，
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勤勉踏实的干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

二要修“身廉”，转好作风。作为纪检组长，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要时刻牢记“忠诚、干净、担当”的责任使命，从自
身严格做起，重小节、慎言行，不弄虚作假、虚谈浮夸，切
实把心思放在扎扎实实干事创业上。

三要重“行廉”，落实责任。要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纳入质监工作和党的建设总体谋划，始终做到与质监
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同落实，做到狠抓党风廉政
建设“不甩手”；督促局党组成员按照职责分工严格落
实“一岗双责”，案件追究实行“一案双查”，做到狠抓党



风廉政建设“不缩手”。通过严格履行监督责任，让每个党
员干部都能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的组织关怀。

党风建设清正廉洁篇四

通过廉政教育的学习，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反腐倡廉的重大
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反面典型的
警示教育，使我感触颇深。当前正处在大发展、大建设的关
键时期，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和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
化修养、人生观与价值观取向不同的人接触，从而面对形形
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如何把握自我，坚守防线，我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律：

一、坚定信念，保持清醒头脑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是能否做到自律的思想基矗只有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大是
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小事细节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理
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
滑坡。无数事实证明，背弃理想信念是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
根本原因。做为国企的党员干部，要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
严格律己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并融入到自己的学
习、生活、工作之中，化为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

二、正确对待名利，把住关键环节

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年来，很多被查处的腐
败分子虽然职务各有高低、年龄差别较大、学历层次不等，
走向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不能正确看待个人名利得失，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党
员干部要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良
好心态，正确对待名利，从司空见惯的小事和小节抓起，加
强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
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思想教育，筑严思想防线

一个人的变化是从思想上的变化开始的。为此，必须经常加
强政治学习，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
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志当存高远，才不致被困于名
缰利索，受制于一己私欲。

四、严于律己，带头遵纪守法

党的纪律、各种法律、规定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纪律面
前没有特殊党员和特殊干部，作为管理人员更不能等同于一
般员工，必须严格遵守，模范执行各项党纪国法，只有这样，
才能取信于群众，取信于组织。同时，要自觉地接受监督，
而绝不能漠视甚至规避监督。

五、构筑防线、保住底线

一例例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看到昔日热血方刚、踌躇满志
的同志，如今却身陷囹圄，看到他们声泪俱下的忏悔和迟来
的反省，深感震憾与惋惜。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非常重要，为
此应常学习、辩是非、不攀比、想大事、干好事，以平常的
心态处理事情，不羡慕、不嫉妒别人的富有，只有这样才能
做到顺境时不飘然，逆境时也不至于太消沉。做事、做官、
做人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党纪国法，要真正把党纪国法
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党风建设清正廉洁篇五

何谓“纪律”？思想品德教材上这样描述，纪律是指惩罚；
纪律是指通过施加外来约束达到纠正行为目的的手段；纪律
是指对自身行为起作用的内在约束力。这样的解读反映出良
好纪律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外在的强迫纪律逐步过渡到内在
自律的过程，纪律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和强制性的
特点。



无论是政党、机关、部队，还是团体、企业，为了维护集体
利益，保证工作正常进行，都会制定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
条文来规范行为，约束和管理组织。而我们所了解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六大纪律”……都属于党内纪律的范畴，
是约束党员同志行为的条文，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了解，同时
也必须模范遵守。

在纪律面前，我们只有因敬畏才会自警自省、严格自律，只
有将“纪律之剑”高悬于心，才能守住品行操守，不会出格
犯错。而“高悬”纪律之剑并非“束之高阁”，并非“藏而
不用”，恰恰相反，让“纪律之剑”悬在每一名党员头上，
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置于头顶，悬于心上，时刻监督提
醒、时刻警示震慑、时刻防范约束，才能发挥“剑”的保护
作用。

面对“纪律之剑”，不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勇于面对，
自觉尊崇。如明朝方孝孺所言，“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
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能自律，
方坦荡。我以为，每个人心上都会有一把“纪律之剑”，有
的光亮如新，时刻在提醒和规范个人行为，自觉尊崇纪律，
此时这把剑将成为保护个人的最佳“护身符”，任何超出纪
律范畴的行为都将被阻挡于“十丈开外”，无法近身。而有的
“剑”却蒙尘失色，长期未被清扫，似乎已经消失，但此时的
“纪律之剑”却是摇摇欲坠，无法防范不良习气，那些超出
正常行为规范的恶习也会一点一点靠近，缓缓侵蚀利剑，最
终这把剑将只会伤到自己。

如何让“纪律之剑”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爱惜、实践和锻
造。时时清扫，珍惜它，其凛然正气自然让恶习远离。常常
使用，历练它，其利剑锋芒会在实践中得到加持。经常炼制，
打磨它，及时加入新材料新工艺，使其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
化，与时俱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让“纪律之剑”高悬，使更多的人用好这把剑，关键还在于



遵规守纪作风的坚守，在于纪律意识的养成。只有组织里的
每一名成员携手努力，共同营造严明顽强的纪律作风，形成
强大合力，才能打造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迎接各种
风险挑战，攻占一个个“高地”，取得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