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的名义》观后感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从开播到剧终都好评不断，引发热议。作为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第一批推荐播出参考剧目”

榜首作品，这部剧大尺度地把当前社会的敏感话题、热点事件、官场生态、干部

的选拔任用、公安检查的办案、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和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

与企业、官商之间、官民之间的点点滴滴细腻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引人深思。

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通过这部剧我深刻的意识到，正风反腐始

终在路上，虽然目前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这不意味着

反腐败可以停一停、缓一缓，须知道腐败与反腐败永远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一

直进行着残酷的较量，也只有反腐败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才会真正实现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的成绩都是暂时的，反腐败的斗

争需要持续进行下去，这也是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

要求。这也正是全党开展“两学一做”的目的所在，可谓十分及时和必要。

以人民的名义践行“两学一做”体现在生活中，每个党员干部要学党规党

章，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要做到“三严三实”，严于律己，严于用权，严

于修身，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修身齐家为人民无私奉献。作为

一名党员不仅要积极走近群众中，而且要深入群众中。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党只

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崇尚

质朴的生活，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派的作风。待人友好，与群众相处融洽。

下面根据《人民的名义》剧中主要角色，来分析总结一下我的感想和体会：

1、剧中的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与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间的比较

高育良老谋深算，不看重金钱，心中只想要无上的权利。正是他心中的这些

执念，让他被腐败分子利用，从最初的不管不顾变成最后的不得不参与其中，直

到最后他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

而李达康则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人，怀揣着政治家的理想，真心实意的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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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做事。李达康当市长的时候，身挑重担，力排众议，坚持在煤矿塌陷区搞经

济开发，并用超前的眼光和智慧，创新建立绿色生态园。李达康书记心无杂念，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初心、不忘自我，扎实工作、勇挑重担，虽孤军

奋战，但锐气不减，只要是利于发展的，就会坚持己见，一路走下去。并且达康

书记工作作风扎实，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特别是大风厂职工与拆迁

队之间矛盾冲突升级之时，李达康身处一线，始终坚守现场，其强烈的事业心与

祁同伟形成鲜明对比，也令“汉大帮”的核心高育良对其信服与敬佩！但是他太

看重自己个人的政绩，而忽视了对党内一些为人正直，为人名群众做出重大贡献

的干部的提拔；同时过分强势的“一言堂”的工作作风，容易被党内像丁义珍等

腐败分子利用。

总的来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腐败就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最朴素的理解，

反腐败斗争就是让官员们敬畏权力、善待权力、善用权力。否则，官员们会异化

权力、扭曲自我，使自己的权力观、金钱观出现大问题，从而就会违背自己的人

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党和人民的初心。

如何针对解决以上领导容易出现的腐败和失职问题？其实剧中已经给出了

一个解决的方案，那就是加强党的民主监督：通过“啃硬骨头”的易学习同志来

监督李达康书记，省纪委书记国富同志监督省委书记沙瑞金。虽然剧中没有说明

如何监督问题，但是为在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体制下如何保护我们的党员同

志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增强党员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主体意识。

加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共同任务。根据党章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党员有权利

“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

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

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对党员民主监督进一步作

了具体规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积极发挥党员民主监督作用，首先要增强党员

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主体意识。

2、两个个性鲜明的青年才俊，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与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侯亮平是腐败洪流中的一股清流，是反腐斗争中的一把利剑。作为反贪局局

长，他严于律己，不受诱惑，始终明确自己的定位与立场，即使被诬陷，他也刚

正不阿，不愿屈服于腐败势力。而祁同伟始终埋怨自己的悲惨遭遇，抱怨命运的

不公平，并以此为借口做了许多违背党和人民的事。剧中还运用了许多其他正面

典型和反面警示的案例，警示我们党员要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构筑抵御腐

败侵蚀的思想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做到清正廉洁，秉公用权，为党和人民建功

立业。还要做到正确对待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正确对待权力，牢记执政为民；

正确对待利益，防止心态失衡；正确对待监督，切忌忘乎所以；正确对待家人，

避免因爱生恨；正确对待社交，做到谨慎交友；正确对待生活，培养健康情趣。

如何让我们的青年党员成为更多的“侯亮平”，而不是让人可惜的“祁同

伟”？我想必须加强反省自身党性观念。要反思自身的党性强不强。党员干部最

大的原则，就是党性。反思自身党性观念，需要时刻对照“五性”标准拷问，即

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工作的原则性、改革创新的敏锐性、抵

制歪风邪气的战斗性，时常反复查找差距，明确方向，始终做到忠于党和人民。

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经常用党章规定共产党员的条件、标准反省自己，以反“四

风”的总体要求为镜对照自己，是否正确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同志，是否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权力是把双刃剑。党培养一个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是不容易的。

领导干部要经常在为谁掌权，为谁用权的问题上反省自己，在政绩观上反省自己，

反思自己思想认识、理想信念和宗旨观念，是不是做到了坚持为民用权、公正用

权、依法用权，是不是看群众的“脸色”和“牢骚”行政。“自我反思”需要勇

气，需要毅力，更需要实践。好干部要把“自我反思”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只

有常虑不足、常思忧患，才能明方向、弥不足、强自身、创新绩，在复杂的局势

和时代的浪潮中岿然不动。

3、党的柱石：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前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岩石同志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感触颇深、收益良多的是陈岩石老先生给汉东省常委上

的那一堂党课，真挚的感情流露让人潸然泪下，他回忆中、历史中、战争中的共



产党员让我骄傲，让我敬仰，让我钦佩，也让我汗颜。陈老说，在战争时候，只

有党员才有扛炸药包的资格。这个资格是一种敢于为人民献身的勇气，这种资格

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坚毅选择。在当时，入党意味着更危险的任务，意味着更

重大的责任，意味着更艰巨的担当，但是，没有一位党员选择退缩，没有一位党

员选择逃避，能为保护群众牺牲是光荣的，能为战争胜利出力是崇高的，能为坚

定信仰献身是值得的。我想，没有人不怕死，他们也想活着，活着看到顺利，但

是，在他们心中，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叫信仰，信仰背后，站着人民！

中国共产党伴随着艰难的环境、战火的纷飞、生命的危险一路风雨，无数党

员先辈们用鲜血染红了他们的信仰，用生命迎来了人民的顺利，用牺牲换取了群

众的利益，用付出奠定了今天的美好新中国。他们其中，有无数先烈，永远的留

在了那段艰难奋进的岁月，没有享受到一丝一毫他们用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但，

我想，如果可以从新选择，他们永远不变，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在和平年代的新时代下，如果发扬陈岩石同志“背炸药包”精神？这是对广

大党员提出的新挑战。“背炸药包”精神的原动力就是心中有老百姓，记住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发扬这种敢于、甘于“背

炸药包”的党的优秀传统。剧中候亮平以背炸药包精神进一步推向法治轨道，刚

正不阿，敢于亮剑，扩大了背炸药包精神的内涵，将故事演绎得更加大放溢彩。

而李达康则是通过开拓、捍卫 GDP的方式，将背炸药包精神的内容丰富、充实。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得到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

度提高。进入新常态后，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出现了各种猜测和担忧：

中国经济到底还行不行？还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还能不能推进下

去？“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避免？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对于一名高校的青年党

员来说，必须发扬“背炸药包”精神，发掘自己的强力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大作出

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总而言之，反思自身生活在日益强大的祖国的庇护下，我们安居乐业，我们

和平没有战争，我们有学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大大提



升，我们心怀感激。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忘记党性，忘记自己做为一名光荣

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所肩负的责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面对复杂激烈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反腐倡廉形势依然

严峻，考验的是我们每个党员的党性修养意志和拒腐防变能力，而敬畏、感恩、

知足是抵御腐败的内在因素。《人民的名义》启示了我们党员干部要修炼自己的

人生观、价值观，心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党极端负责，对人民极端负责，

对法律极端负责。弘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加强从政道德和个人道德修

养，锻炼意志品质，提升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

态度，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此时，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题曲在耳边又慢慢响起：

......

以人民的名义 赋予你

生命的尊严 奉献的权利

当所有万马奔腾 扶摇升起

一口气直达心底 凛然正气

以人民的名义 托付你

权杖的重量 勋章的意义

当一切尘埃落定 喧嚣归隐

一颗心情归故里 潇洒落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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