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近期，在陕西省

司法厅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号召下，为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指示精神，我所将党史教育纳入“必修课”，

通过这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和自学，结合自己的工作细细品味，让我

收获颇丰、感触良多。

二 0 二一年，是我党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它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第 100 年！翻开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见，我党是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一路走来！中央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具有重大意义。开展好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真正达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成效，为奋

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史明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理解了“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真理。百

年党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还是一部自身

建设史。学好党史可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只有准确把握这一真理，

才能更加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学史增信。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增强了“四个自信”。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切

感悟到，我们党百年历程中是经过怎样反复比较和总结，坚定执着

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把马克思基本

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学史崇德。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必须

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百年党史中，李大钊、刘志丹、方志敏等无数优秀共产党员为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铸就了共产党人

高贵的人格品德。从党史中体会这种精神，有助于更好地锤炼个人

私德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标准和行为准则。

学史力行。学习党史要与时俱进，身体力行，在攻坚克难中激

发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高应对风险、战胜挑战的能力水平，

推动各项事业开拓前进。通过对党史的内在要求和深邃内涵的学深

悟透，更加坚定了理想信仰，肩负初心使命，达到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工作要求。不断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实事、

办实事、干成事的动力。

明得失，深刻剖析自我、认清自我，让风清气正贯穿始终。司

法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站在法

治第一线，与群众面对面，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代表着自己，更代

表着律所形象，一旦失之于宽、失之于偏，服务对象对法律的公平

公正将产生疑惑，甚至对法律体系失去信心。有所得，我的所得是

国家法律赋予我依法从事法律活动的职责。有所失，我的所失是工



作生活的随意性、是社交的严谨性。作为政法队伍的一员，我们有

更为严格的要求，有更为明确的纪律，让我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但失去的这些我不后悔，所得的我却更加珍惜。在

工作中，要时刻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的指引下，合

法的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在合法的前提下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做好为百姓传法、普法、用法的宣传工作，

引导他们知法守法，紧紧围绕在党的光辉下。

总的来说，学习党史，既可以从中明析党和国家事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历史，培养历史思维、历史眼光，自觉

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习总书记指出：“今天，我

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

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

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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