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知敬畏守底线 知敬畏明底线守规
矩学习心得例文(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知敬畏守底线篇一

党员是党的生命力所在，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
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
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员合格，党的发
展才能永葆活力。通过“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广大党员要
明红线、知高线、守底线，争做时代要求的讲规矩、有纪律，
讲党性、有信念，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明标准、知敬畏、守规矩

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最基本、最
重要、最全面的行为规范，党章对我们这个拥有8700多万党
员的大党来说，意义重大。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细化，
为全面从严治党立德立规，树起道德高线，划清纪律底线。
系列重要讲话是当代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广大党员干部
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工作遵循。指出：“任何一名党员，不论
职务高低、资历深浅、成就大小，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
生活准则，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应该自觉尊崇党章、遵守党规，学习
领会党的创新理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党员通读熟读党章
党规，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弄清楚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照党章、党规，
查思想、找差距、挖根源;对照党员标准检视和改进自己，花



大力气解决理想信念不坚定、党的意识淡化、宗旨意识淡薄
等问题;把握共产党员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牢记共产党员
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
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
性内容。”同时，还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
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
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提
高党性修养，加强党性教育，是党员自我教育的核心内容，
也是“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应有之义。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作为一名合格党员，正人要
先正已，党员要明确“红线”，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
讲政治、讲党性，校准思想之标，调正行为之舵。加强党性
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
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紧扣问题、激浊扬清，进一步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
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自觉践行“三严
三实”要求，在关键时刻、重要关头，始终保持政治定力、
守住法纪底线、把好私德关口。要严格执行党纪党规，对于
敢于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要敢于“亮剑”;敢于对党内政治
生活庸俗化说不;敢于同党内不良倾向作斗争;敢于高举党纪
党规戒尺，切实维护好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经常主
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敢担当、有作为，做表率

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
奋斗的心。”共产党员必须把对组织、对人民的感恩之情转
化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崇高追求，转化为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转化为埋头苦干、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转化为勇创佳绩、拼搏进取的工作劲头。把敬业当成一种习
惯，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怀。

我们宣誓入党，就是身心归党，以身许党。要深学、细照、
笃行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
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作风，“革命者要在困难面
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2021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社会新常态要求全体党员要有新状态，发展新理
念呼唤新作为。党员要坚持学用结合，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
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
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
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实现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要坚定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
坚定民族复兴的决心，熔铸“信念之魂”，培养造就一支具
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党
员队伍，促使“十三五”时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全
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知敬畏守底线篇二

看似新鲜，其实是父母和老师从小就教过我们的最起码的做
人原则，我们也在思想品德课上巩固学习过，如今再次强调
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实际工作学习生活中知信行！我是一名
普普通通的党员，在护理这个工作岗位上，如何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做好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表率，成了当下应
该去思考和付诸行动的首要事情。

一是心怀敬畏、讲诚信。敬畏法律、敬畏群众、敬畏权力。
古人云：“欲明人者先自明，欲正人者先正己。”在实际工
作学习生活中，我也是这样做得，积极拥护党的领导，从自
身做起，自觉敬畏法律、敬畏群众、敬畏权力。始终摒弃人



治思想，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
捍卫者，切实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敬畏权力就是认清权力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当
则害人害己，把外在的能力化为内在的责任；敬畏群众就是
把群众视为衣食父母，一切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标准。众所周知，中国乃礼仪之邦，
中华民族更是历来都在推崇诚信，所谓“人无信而不
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关于诚信的俗语，无不说
明诚信的重要。讲诚信就是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敢于承担责任，做到台
上台下一种表现、圈里圈外一个样。古人云：“诚信乃为人
之本”。作为共产党员更应该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在这方
面做出表率，树立楷模。作为一名神经内科工作近20年的老
护士来说，诚信一直是我的信条，直、傻、较真成了我的标
签，最大的缺点是太严肃，给大家的感觉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麻烦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当我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我应该尝试着微笑，我应该把面对病
人时的耐心、热情，责任感同样面对我的同事。学着遇事先
从大局考虑、想集体、想他人，最后想自己。要积极做诚信
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不论处在何种情况都必须坚持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办事，真正的做到言
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这样身边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自
己的能力才能获得别人认可。

二是严守纪律。自古以来，规矩就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
就是一种标准，一种尺度，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境界。能不
能守纪律、讲规矩，是领导干部党的观念强不强的试金石。
心中明明白白，牢记纪律和规矩，才不会走岔了路、走偏了
向。都说学医的人，一脚在监狱外面，一脚在监狱里面，严
格执行医院的规章制度，以及各项操作流程，在实际与患者
的交流护理中，时刻注意患者及家属的情绪状态，急病人之
所急，时刻守在病人的身边，一心一意为护理的患者服务。
上班时间不聊天，不做私事，不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但从
来都问心无愧！对待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从不提要求。



作为党员，要先学会懂规矩，做到知晓规矩、认同规矩、遵
守规矩、维护规矩。将规章制度入脑入心，严格按党性原则
办事，按政策法规办事，按制度程序办事，明白哪些事该做，
哪些事不该做，做到不越“雷池”，不乱“章法”。扪心自
问，在政治上讲忠诚、在组织上讲纪律、在行动上讲规矩，
始终如一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病人心中的守护者，做同事
们工作中的老大姐。

三是存戒惧。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
律的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戒惧
之心”。“戒惧之心”，就是要有警惕畏惧之心，在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各种现实诱惑增
多，意志薄弱者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纷
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牢记党的宗旨、党员职责、党纪国法，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
清醒头脑，有所戒惧，有所约束，自觉抵制各种不良倾向，
树好党员领导干部形象。

四是守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守
底线。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指出：“干部廉洁
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做事、用权、
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
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作为党员领导
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树立民主意识，遵守
党的组织纪律，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等都坚持集
体讨论决定；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要守好工作纪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要坚守廉洁纪律，常怀律己之心，经得起各种诱惑；坚守政
策底线，做到政令畅通。

通过学习“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专题纪律教育活动，
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
警钟长鸣，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为美好的xx医院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知敬畏守底线篇三

党员是党的生命力所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
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
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员合格，党的发展才能
永葆活力。通过“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广大党员要明红线、
知高线、守底线，争做时代要求的讲规矩、有纪律，讲党性、
有信念，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明标准、知敬畏、守规矩

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最基本、最
重要、最全面的行为规范，党章对我们这个拥有9500多万党
员的大党来说，意义重大。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细化，
为全面从严治党立德立规，树起道德高线，划清纪律底线。
系列重要讲话是当代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广大党员干部
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工作遵循。“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
低、资历深浅、成就大小，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
则，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
应该自觉尊崇党章、遵守党规，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这
是最基本的要求。党员通读熟读党章党规，牢记入党誓词，
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弄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什么，对照党章、党规，查思想、找差距、挖
根源；对照党员标准检视和改进自己，花大力气解决理想信
念不坚定、党的意识淡化、宗旨意识淡薄等问题；把握共产
党员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
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
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
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
容。”同时，“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
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
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提高党性修养，



加强党性教育，是党员自我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两学一
做”教育活动的应有之义。“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作为一名合格党员，正人要先正已，党员要明确“红线”，
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讲政治、讲党性，校准思想之标，
调正行为之舵。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
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紧扣
问题、激浊扬清，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
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在关键时刻、重
要关头，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守住法纪底线、把好私德关口。
要严格执行党纪党规，对于敢于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要敢于
“亮剑”；敢于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说不；敢于同党内不
良倾向作斗争；敢于高举党纪党规戒尺，切实维护好党纪党
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努力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

敢担当、有作为，做表率

“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
心。”共产党员必须把对组织、对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坚
定信念、听党指挥的崇高追求，转化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高尚精神，转化为埋头苦干、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转化
为勇创佳绩、拼搏进取的工作劲头。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
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怀。我们宣誓入党，就是身心
归党，以身许党。要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同志“心中装
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
的求实作风，“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
神。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
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
新常态要求全体党员要有新状态，发展新理念呼唤新作为。
党员要坚持学用结合，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
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
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



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
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
键在党。要坚定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坚定民族复兴的
决心，熔铸“信念之魂”，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党员队伍，促
使“十三五”时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全力推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知敬畏守底线篇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通俗
地讲，推进依法治国就是所有机构和公民个人都要守好规矩，
严格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原则。
守规矩是法治的要求。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今
中外，无论何种社会形态，都有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体
系。虽然很多规则体系称不上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法治体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治之于社会
进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依法治国和党员干部守规矩是一脉相承的。
党纪国法不可违，这是党员干部的底线。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以来，反“四风”蔚然成风，但仍有干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依然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对干群关系造成了一
定破坏，这是挑衅法治、不守规矩的表现。
守规矩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有不同程
度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规矩的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奖罚分明的
确定性和强制性上，而且体现在个人对守规矩的认知程度和
行为自觉上。守规矩的自觉行为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
意志力作为支撑。做到自觉守规矩，就要加强党性修养，守
住思想道德底线和法纪红线，从小处着眼，从小节着手。
底线是道德标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人类能够承受的最
低标准，突破这个标准就会犯下错误。可以说，守住了规矩
也就固牢了底线。党员干部守规矩，是党和人民的基本要求，
也是法治的根本体现。



知敬畏守底线篇五

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要求党员干
部：“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
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为什么一再强调底线?

所谓底线，是人们对人、事、物所能普遍接受的最低限度、
最低要求。党的以来，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守底线。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
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
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
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这一论述，是关于“底
线思维”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具体运用，具有极强的现实针
对性。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刘玉瑛在其所著《与领导干部谈底线》
一书中谈到，底线是分界线，如果逾越了底线，事物的性质
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底线是高压线，触碰了高压线，轻者
伤身，重者亡身;底线是生命线，如果不守底线，政治生命肯
定要终结，并危及自然生命;底线是前程线，守底线，才能前
程无限，否则就要“下线”。

不难看出，之所以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守住底线，是因为党
员干部能否严守底线，不仅是衡量个人道德品质、法纪观念的
“标尺”，更是实现人生安全“不出事”的重要“标志”
和“平安大道”。

那么，党员干部必须坚守哪些底线?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教授认为，党员干部起码应
该坚守住两条底线，第一条底线是党纪，第二条底线是法律。
他引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话：“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申请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
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

这个观点不难理解。法律体现国家意志，是全体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底线，同样是党员干部的底线。党规党纪严于国
家法律，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是管党治党的尺子，更
是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

此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行动的准则，也是党的各级
组织和党员干部不可违反、不可变通的底线。党员干部在贯
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应该做到像在中央党校县委书
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
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名党员的道德行为都关乎党的形象和威
望。所以，党员干部必须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等一系列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坚守做人做事的道德
底线。按照的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
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
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

如此看来，做合格党员，起码要牢牢守住法律底线、纪律底
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但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
绝不仅于此，有些底线是以法律、纪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
有些底线是约定俗成的，需要所有党员共同坚守。对党员干
部来说，明底线、守底线是一门修身正德、干事创业永无止
境的必修课。也就是说，做合格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意
识，时刻牢记越过底线的严重后果，始终警示自己坚守底线，
“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
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