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
结 严禁饮酒六个规定心得体会(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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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
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然而，不良生活习惯也随之滋生，其中饮酒成为了人们不可
避免的选择。但是，饮酒过量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而且容易
造成道德乃至法律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出台了“严禁
饮酒六个规定”，对饮酒进行了规范。在此，笔者想谈一下
自己对此的理解和感悟。

第二段：遵守规定——勇于拒绝

通过学习“严禁饮酒六个规定”，我深深认识到饮酒对人身
体和社会的危害性。无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应该自觉遵守规
定，勇于拒绝饮酒。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摒弃“饮酒成
人之美”的错误观念，心怀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明智的
社会人。

第三段：科学饮酒——合理控制

对于一些必须饮酒的场合，我们应该科学饮酒，掌握一些饮
酒的基本常识。比如，不能空腹喝酒，不要啤酒、白酒、葡



萄酒混饮，不要饮酒后驾驶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建
立健全的家庭和谐氛围，不要用饮酒来解决问题，保持一个
良好的生活状态。

第四段：习惯养成——尊重人生规律

“不喝酒好过千般说”，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否放下酒杯，从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养成不饮酒的好习
惯，是符合人生规律的表现。当我们抛开饮酒的束缚，能够
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同时也能够对自己、对家庭、对社
会作出更好的贡献。

第五段：结论

对于“严禁饮酒六个规定”，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
项只用于安抚社会问题的修补工程，而是要通过内心的思考，
理性对待饮酒这个问题，克服自己的任性，用理智和标准去
约束自己。在健康、爱护自己的同事，也是在为社会的稳定
做出一份努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禁酒得过，减负得
愉快”。

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语言类读书心得
同数学札记相近；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
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六个严禁饮酒200字范文(通用3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组织学习了八严禁和十二不准之后，我明白了八严禁与十
二不准，其实就是要求切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严明政治纪律，严肃生活作风，就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打造一
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
党员干部队伍。通过八+十二的组合，把原则性要求变成铁的



纪律，变成一道高压线，谁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就是要让
党员干部心中时刻亮起一盏"红绿灯"。做党员就要有党员的
标准，做干部就要有做干部的样子;否则，就不配做党员，不
配做干部。

市委审议通过的"八严禁"、"十二不准",反映了市委、市政府
整治官场陋习的决心和信心，是整治"四风"突出问题的重要
举措。"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把为民服
务的尺子摆正了，把人民群众的事办实了，群众才能满意，
才会信任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八严禁"、"十二不准"既是
一面"镜子",更是"红绿灯"、"高压线",是容不得我们打半点
折扣的"铁律"。有了严明的制度之后，还要严格的执行、严
密的监督，让全市人民真正感受到我们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
律、改进生活作风的新成效。

如何进一步的落实"八严禁"和"十二不准"?

1、：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不违法、不违纪的原则。

2、维护两个形象，就是维护党员干部自身廉洁自律形象和干
部在群众中公道正派的形象。

3、杜绝三种行为：一是杜绝赌博或在公共场所从事带有财物
输赢的棋牌活动和发生酗酒滋事等不注意公众形象、不符合
身份言行的行为;二是杜绝索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
吃请、旅游、健身、娱乐和参与有异性陪侍服务活动的行为;
三是杜绝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借婚丧嫁娶事宜大操大办宴
席敛财等行为。

在些基本上还必须加强三大力度，提高其执行能力。

首先，落实"八严禁""十二不准"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加大
宣传力度。"八严格""十二不准"执行得好不好与宣传是否到
位有着密切关系。当前，对于官场的一些不良风气，绝大多



数干部和群众听之任之，习以为常，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对一
些具体的违规违纪行为了解不够、认识不清。而导致干部和
群众了解不够、认识不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宣传力度不够。

其次，落实"八严禁""十二不准"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加大
监督力度。不管是赌博、大办宴席，还是吃、拿、卡、要等
行为，都缘于一种习惯，而任何习惯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
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不断积累。而当前一些干部养成的不良政
治习惯和作风习惯大多是因为脱离了有效的监督导致。

再次，落实"八严禁""十二不准"不能"欲擒故纵"，必须加大
查处力度。干部政治纪律问题、作风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
主要缘于一些党员干部对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存在侥幸心理。
而导致这些人出现侥幸心理的原因往往在于相关部门对具体
行为查处不到位。同时，由于查处不到位，群众往往敢怒不
敢言，进而产生"蝴蝶效应"。个人认为，只有加大查处力度，
才能增强干部的律己意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
力，"八严禁""十二不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各种违规违规
行为才能无处藏身。

通过学习实践我局的“三不做、八不准”，使我对师德、师
风、师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结合这“三不做、八不准”，
发散开来，谈几点我的心得体会。

“立师德、正师风、强师能”，让新时期的我们并肩前行!

按照文山州公安局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六个严禁”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对照“六个严禁”标准认真进行自我检
查与自我监督。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方面

自本人担任中队长以来，从未违规插手任何工程建设。



(二)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土地征用方面

我所有工作都不涉及土地征用、拆迁等方面的工作。

(三)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我单位不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面的工作，本人也从未插手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四)严禁领导干部违规使用扶贫救灾和社保资金方面

我单位不涉及扶贫救灾和社保资金的使用，我在工作中也从
没有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问题，无对群众欠账不付、
欠款不还、“打白条”、耍赖账行为。

(五)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方面

本人在工作中经常性申明廉政纪律，加强所在中队的纪律约
束和民警、协警廉政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带头开展自
查自纠。本人无收受红包及购物卡问题，无“吃、拿、卡、
要、报”等行为，不接收与行使职权有关或者可能影响公正
执法的个人礼品、土特产、吃请。

(六)严禁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方面

本人在工作中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严以律己。

(一)学习不够深入、思想不够解放。一是学习时间不够，有
惰性思想。平时工作压力大，人少事多，除单位组织的集体
学习外，个人主动自学的积极性不够，有懒惰思想。二是学
习仅限于学文件和上网看新闻，形式过于单一导致了学习的
效果有限。

(二)有老好人思想。工作中有时想着能过就过，谁都不得罪
最好,对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时会避重就轻,对不良现象也



是睁只眼、闭只眼，明知不对，还是奉行少说为佳的处事原
则，缺乏正气。

我将认真分析自己存在的各种问题，克服困难坚决改进。同
时，继续坚持“六个严禁”，切实做到思想不放松、标准不
降低、力度不减弱，确保自己风清气正，经得住考验。坚持
原则，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拒腐防变能力。

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结篇三

饮酒对于人们来说既可作为社交娱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
一项需要合理掌控的活动。在饮酒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为
了追求刺激和放松，而忽视了酒后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为
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和他人的利益，我们需要遵守一些酒后的
严禁行为。在我多年的饮酒经验中，我总结出了六大饮酒严
禁的心得体会。

首先，禁止酒后驾驶。酒后驾驶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不仅会
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也可能给他人带来重大伤害。
长久以来，我们广泛宣传酒后不开车，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意
识，但酒驾的事件依然屡见不鲜。因此，我们要坚决杜绝酒
后驾驶的行为，保持警觉，选择出行工具，确保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

其次，禁止酒后滋事。酒后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容易引发冲
突和争吵。而这些冲突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甚至导致身体
伤害和犯罪行为。因此，在饮酒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绪和言行，不得在酒精作用下滋事。尊重他人的权益，
保持社交的和谐氛围。

第三，禁止酒后乱砸公物。酒后容易丧失理性，一些人会不
自觉地破坏公物，损坏他人的财产。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私



人财物，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得在酒后进行
损坏和破坏行为。

第四，禁止酒后进行危险活动。酒精对大脑的抑制作用，会
使我们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下降。如果在酒精影响下参与
危险活动，将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因此，在饮酒后我们要
避免参与任何需要高度警觉和反应能力的活动，如攀岩、游
泳等，以免发生不可预料的意外。

第五，禁止酒后传染疾病。酒后的人往往会放松对自身卫生
的要求，容易造成传染疾病的风险。尤其在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下，我们更要做好个人防护，不酗酒，不醉酒，不被酒精
影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疾病传播的可能。

综上所述，饮酒管控中的六个严禁行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禁止酒后驾驶、禁止酒后滋事、禁止酒后乱砸公物、禁止酒
后进行危险活动以及禁止酒后传染疾病，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始终牢记的准则。只有在遵守这些准则的同时，我们才能真
正享受到饮酒带来的快乐和放松，同时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和健康。让我们在饮酒的同时，也时刻保持警惕，做到自
我管控，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结篇四

饮酒管控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
个体健康，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对于酒驾、酒后
滋事等行为进行严禁。在实践中，我深切感受到饮酒管控的
重要性，同时也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本文将从对六个严
禁的理解出发，探讨饮酒管控的重要性，以及重视个体责任、
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体系等方面提出解决办法。

首先，对于六个严禁的理解至关重要。在饮酒管控中，政府
规定了六个严禁，即酒驾、酒后滋事、局域内酒托违法行为、
二次酒托违法行为、假酒销售以及未成年人饮酒。这些严禁



不仅仅是一纸文书上的规定，更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个
体自我约束的重要要求。理解六个严禁的内涵，对于增强法
律意识、培养正确的饮酒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饮酒管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酒后驾车不仅危害个人
生命安全，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给他人带来伤害。而酒后
滋事则容易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局域内
酒托违法行为和二次酒托违法行为不仅让饮酒者深受其害，
也破坏了社交环境。假酒销售不仅会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威
胁，也损害了酒品行业的信誉。未成年人饮酒更是对于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巨大威胁。因此，饮酒管控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个体的生命健康。

在实践中，我认识到个体责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影响，并对自
己的饮酒行为负责。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清醒的认识，
了解酒精对于身体的影响，并在饮酒之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
饮酒。在饮酒时，要注重量力而行，有度地享受酒的乐趣，
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饮酒过量，要积
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并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

另外，加强宣传教育是饮酒管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广播、电
视、网络等媒体渠道，向公众宣传酒驾、酒后滋事等行为的
危害，以及六个严禁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
宣传活动，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饮酒观念和行为习惯。此外，
学校、家庭也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饮酒的禁止和监管，通过
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酒精的危害，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
离酒精的诱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后，完善法律体系是保障饮酒管控有效落地的重要保证。
政府应加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具
体细则和刑罚措施，确保对于违反六个严禁的行为能够得到
应有的处罚。并通过加强执法力度，严格监管和查处违法行
为，形成对于违法者的震慑。



总之，对于饮酒管控六个严禁的理解，以及对于饮酒管控工
作的重视和解决办法的探讨，对于实现社会稳定和个体健康
至关重要。加强个体责任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和完善法律体
系是实现饮酒管控的有效途径。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
能够实现一个安全、和谐的饮酒文化环境。

公安部饮酒六个严禁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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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通门县委书记旦增同志作出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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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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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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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酒令”采取“一把手”负责制，各乡镇、县直各单
位“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执行，全权负责本单位、本部门
的禁酒工作；纪检委、组织部负责全面履行监督职能，形成
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负责一级的格局，职责清
晰、监督有力，从而确保执行“禁酒令”的常态化、长效化。

第二篇:公安部六个严禁禁酒规定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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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公安部六个严禁禁酒规定心得体会

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叫“酒风看作风”，公安部门禁酒令的
心得体会。倘若某某在酒席场上喝酒直率、实在，不管身体
能否承载得了，令敬酒者高兴，敬酒者由此推演说某某人的
工作作风过得硬。倘若你在酒席场上无酒量或不能喝，以理
拒喝，令敬酒者扫兴，敬酒者往往说某某的工作作风不
实。“酒风”与“作风”本来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词，被
硬生生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成了评价一个人工作作风好坏
的一个标准之一，是否有点牵强附会吗?“酒风”本义是病名，
指以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为主症的酒病。后来引
申为一个人对喝酒的一种态度。是能喝还是不能喝?是喝的直
率还是勉强?是拉满灌还是留三分?这要看喝酒时的身体、氛
围、条件等情况才能表现出来。“作风”则是指一个人在思
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态度或行为
风格。“酒风”本来是一个贬义词，包含的意义也只能是在
生活上一种对待饮酒的态度。而现实生活中的酒席场上，敬
酒者往往把它贬义褒用了，把其意进行了曲解，并且与工作
作风连在了一起，混为一团。

“酒风”真能体现“作风”吗?其实不然。有个别人为了迎合
他人的心意，大喝特喝，酩酊大醉，忘乎所以，丑态百出;有
个别人按提议者要求，满负荷饮酒，甚至超越了身体的承受
力;有个别人为了哥们义气，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狂饮暴饮;
有个别人本不胜酒力或者根本就不会饮酒，由于某些原因，
硬着头皮装能，喝得面红耳赤„„。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是好
的工作作风吗?相反，还会贻误工作。喝酒超量的人，他上得
了班吗?酒气熏天，脸泛红晕，他办公形象好吗?迷迷糊糊，
昏头昏脑，他能保证工作质量吗?„„等等，不一而足。好
的“酒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工作期间，纪律要求上不允许
饮酒时坚决不能饮;上班时间上不允许饮酒时坚决不能饮;身
体状况上不允许饮酒时坚决不能饮;环境要求上不允许饮酒时



坚决不能饮„„。即便是有特殊的情况需要饮酒，也要适可而
止，适量、适度、适时，酒席的规模和酒的档次上都要控制。
不能认为不喝白不喝，反正酒是“公家”的，这样既喝坏了
党风又喝坏了胃。好的“作风”不是靠“酒风”来证明的。

良好的思想作风主要体现在思想纯洁，与各级党组织保持高
度一致。始终有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永不自满，永不
懈怠。紧跟时代脉搏，经常换脑，常学常新。良好的工作作
风主要体现在恪遵职守，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清正廉洁，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良好的生活作风主要体现在生活正派。
生活朴实，不贪图享乐，不大吃大喝。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没有吃喝嫖赌等恶习。纠正不正“酒风”，树立良好“作
风”，要有过硬的制度约束。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要求政治局委员到基层要简化接待，新的中共领导集
体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最近，中央对控制“三公”消费又
推出了一些具体举措。这场公务消费清风正在由高层政府吹
向基层地方，并悄然涌向经济领域，在人民群众中反响强烈，
拍手叫好。纠正不正“酒风”，树立良好“作风”，要有过
硬的措施方法。在管控饮酒措施上要得力、方法上要得当。
好的措施方法制定以后，要有人依规管事办事，并且要长期
不懈地坚持落实到位。如果流于形式，刮一阵风，就会功亏
一篑，起不到任何功效，反失政府和部门信誉。纠正不
正“酒风”，树立良好“作风”，要有过硬的干部素质。党
员干部在酒席场上既是操控者又是执行者，“酒”经考验的
首先是这些群体。党员干部要带头树立正确的酒文化观，带
头严控酒的消费时间和档次，带头执行有关禁酒令。同时，
对下属违规饮酒要帮助教育，情节严重者要严肃处理，真正
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