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通用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忙碌;他，九十岁高龄还能用
流利的英语与其他国家交谈;他一直有个“禾下乘凉梦”：试
验田里，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颗
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一阵风吹来，稻浪此起彼伏，躺在稻穗
下乘凉……拥有这个想法的老人究竟是谁?没错，他就是我最
尊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

他从一个梦想开始，为之奋斗了大半生。

20世纪70年代，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经过多年反复实验，成功
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杂交水稻能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袁隆平不仅是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第一人，而且始终走在杂
交水稻技术的发展前沿，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为解决我
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
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
稻烈，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中国的
杂交水稻被推广到印度、越南、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增产效果十分明显，袁隆平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享有很高的
国际声望，我国将首届科学技术奖授予了袁隆平，同时它也
是我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的获得者。

山河因而色变，草木为之含悲。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
爷爷去世了，未曾蒙面，看到消息已泪流满面。他终究是离
开了，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最诚挚的最深沉的爱，踏着七彩



祥云离开了。

人类文明中总有几个时代之子推动着族群的前行，完成使命
后又变成天上的星星，他一定是赶着去创造下一个奇迹了，
他曾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袁爷
爷您做到了，为天地立心，继往开来;为生民立命，彰显大
爱;为万世开太平，家国情怀。

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在此，我向您致
敬，袁爷爷，一路走好!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袁隆平是值得尊重的科学家。他品德高尚、淡泊名利，生活
简朴，不论刮风下雨，天天工作在试验田里，一心只想着造
福全体人民。袁隆平是值得让世界尊重的中国科学家。他首
创的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而且也在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推广了3000多万亩，为世界
粮食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世界许
多国家的赞誉。袁隆平在这次世界种子大会上感动了全世界，
并不是偶然的。袁隆平的责任、胸襟与贡献，就象是一面镜
子，折射出一个公民、一个科学工作者闪光的精神品格。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学习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常言，民以食为天。生存，是
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自人类诞生起就从未停止过对粮食的
渴望。又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足以
体现粮食于人们而言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有
不败之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民的温饱问题。

上世纪，灾祸来临，饥荒严重，人们的生活遭遇严峻考验。
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忧虑，对生存下去的迫切期盼，有一
位博学多才的人，踏上了培育水稻新品种的漫漫研究长路。



他，就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黑且瘦，颧骨突出。青丝间染上了白雪的颜色。手掌宽大粗
糙。衣着朴素。话并不多。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
形象却朴实得像个平凡的农民。他亦笑称自己，再怎么打扮
都是个农民。

不同于别的院士坐在室内、享受国家的津贴，袁隆平是实实
在在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在田里劳苦了一辈子。

袁隆平是坚韧而执着的。在探索杂交水稻的这条路上，他遭
遇过太多太多的困难，遇到过太多太多次的失败，可他始终
没有放弃。他拥有博爱，宽厚的'胸怀，怜悯苍生，以己身赴
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研究尚未成功时，袁隆平为了寻找一株
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在田间，头顶毒阳，脚踏烂泥，一
穗一穗的仔细寻找。

他用粗糙的大手抚过稻穗，向深沉的黑土地倾诉梦想。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种植杂
交水稻。种植杂交水稻后，产量大增，获得了全国无数农民
大力称赞。之后，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世界各
国纷纷引进种植。杂交水稻，养活了中国，养活了世界。

袁隆平成功了。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袁
老说过，他信奉这样一条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首
先，知识袁隆平于西南农学院;其次，汗水几十年如一日对杂
交水稻的研究;其三，灵感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
论证出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其四，机遇发现了一株
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这几点，他都具备了，
所以他成功了。而这四点其中，最可贵的莫过于汗水，试问
有谁能坚持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田里若是几个月，或许有人
能坚持，若是几十年，都怯了。袁隆平做到了，所以成为杂
交水稻之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袁隆平。



袁隆平是专注而敬业的。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多久，
袁隆平便起身告退，水稻长了，要到田里去了。是这般的朴
质的话语，满溢出对名利的淡泊与对本业的钻而不倦，如何
不教人感动!如今的人们，已经被社会上的浮华迷失了眼睛，
灵魂覆满尘埃，空洞而贫乏。袁隆平获得成功的道理与我们
能否获得成功，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企望获得成功，却总
是不愿付出，与成功屡屡擦身而过，终不可得。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说他拯救
了世界也并不为过。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是他泽被苍生的胸
怀。

这位老人，现已过古稀之年。他仍然用他的生命烛光照亮着
世界，关注着农业，将一生献之天下苍生。在他身上，彰显
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盛而不衰的传统美德孜孜以求，钻
之弥坚的探索精神，博爱无私，敬业乐业的奉献精神。他用
他的智慧，支撑了世界以亿计的人民!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初夏小满，雨水纷纷，在这样一个阴郁的日子里我们送别了
敬爱的袁隆平院士。芙蓉路上人头攒动，一声一声“袁爷爷，
一路走好”，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
光阴流转，英雄们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从未改变，人们对于
英雄的致敬和爱戴也从未改变。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
之父”。他终其一生，专注田畴，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为
稻粱谋，为民生计，袁老无愧侠之大者、国之仁士。

袁爷爷在稻田里穿梭的背影，就是世间最美的风景。“袁隆



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这是中国科技评奖委员会的评价。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是农民朋友的赞
誉。他常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
去试验田的路上”。新中国成立_周年之际，袁隆平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在获得国家最高荣誉的第二天，他照常
下地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他拿着水稻
说：“花开得好好”。成就与尊荣的背后，恰是脚踏实地的
奋斗、敢为人先的创新、鞠躬尽瘁的坚守。直到今年年初，
年逾九十的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袁
老常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了实现梦想，袁老和科学家们一直在
努力，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美国一位学者说，袁隆平
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
界”。袁老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用赤子之
心书写中国人胸有人民、心怀天下的情怀。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各国
水稻科研工作者心中的“圣地”。这里的创始人袁隆平，把
人生视为一盘下不完的棋，并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河卒子，
拼命前进，永不后退”。袁隆平将一生献给了老百姓的“饭
碗”。如今，他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方，却将粮食的种
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

作为当代中学生，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
化悲痛为力量，发扬袁隆平精神，抓住青春大好时机，坚定
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努力学习，练就本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前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共有两位伟人离
开了这个世界，其中一位便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
天下午，刚刚看到辟谣袁爷爷去世的信息，没过多久，又看



见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惊讶，第二反应便是难过。

感谢袁爷爷来到这个人间，为中国做出了伟大的壮举。其实，
我也简单看了一些悼念袁爷爷的文章，也十分有感触。今天
上午，谢老师让我们看了一个时长二十分钟的记录片，袁老
的一生奉献给了水稻，在九十岁的高龄，他还不忘看水稻有
关的书籍，由于年纪高，眼睛不太好，桌上摆着三个放大镜，
他的两个梦想是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这两个梦想
正是袁老的一生追求。

现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很成功了，但他仍在不断努力，从低
产到高产，再到超高产，在这么一段过程中，是他的汗水，
是他的精神在滋养，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杂交水稻运到
外国去?他说：“为什么不能运到国外，全球粮食难道不是我
们担心的吗?中国是农业大国，帮助其它国家，展现我们的大
国担当!”

在记录片结尾，记者对他说：“今年20_年，我三年之后再来
采访你一次，希望到那时会有更好的收获!”袁爷爷笑眯眯的
答应了。

可惜，他没有等到三年后。但他的精神和对水稻的期盼永无
止境。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杂交水稻双季
亩产突破1500公斤的具体情况。在发布会上，袁隆平又提出
了自己短期内的两个“小目标”。袁老说，长期目标就是实现
“禾下乘凉梦”，而短期目标一个是争取早日实现杂交水稻
双季亩产2000公斤，一个是希望将目前实施的“三一工程”
升级为“两一工程”，即“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变成“两分
地养活一个人”。



“小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坚持。今年已__岁高龄
的袁隆平说，“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
搞到‘100后’(指100岁)。”长沙冬季寒冷，为了有更多时
间进行研究，袁老每年冬天都要从长沙前往一年三熟的海南。
他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劳作、观察和研究。
“小目标”不过是风趣之语，并非唾手可得，需要的是大量
时间和精力的沉淀与积累，需要的是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如果想的只是想着“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小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行百里者半九十”，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我们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小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大理想”的指引。袁老曾经说过，
他曾两次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
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他则和几个朋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袁老先是完成了1500公斤的小目标，如
今又向着两个新的小目标继续前进。“大理想”指引着“小
目标”，让大理想看起来没那么遥不可及。近期“十四五”
规划即是我们的一个小目标，我们还有“两个奋斗十五年”
的大理想，最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因为有
“伟大梦想”的指引，我们才一步步实现着一个个曾经看似
困难的“小目标”。

“小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灵犀一指”的创新。袁隆平谈及
自己和团队的小目标得以实现，“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
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倘若只是按部就班，那么“小目标”就
会成为无法完成的目标。有了“灵犀一指”的创新，沿着创
新之路前进，我们才能有所突破、有所成长。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对创新的大胆尝试。现实中
遇到的困难，倘若只是下死功夫，固守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
到头来很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过
得去“时间”这一条湍急的河流，让国家和社会实现跨越式
发展，也能够解决越来越多从前从未遇到的难题。

希望袁老的“小目标”早日实现，也希望我们广大党员干部



能够树立自己的“小目标”，并早日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学习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在科学研究上，袁隆平是一个
特别认真特别严谨的人，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豁达大
度非常幽默的人。

人生苦短，活着就应该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而幽默，就是
轻松愉快的一剂良药。富于幽默感的人大多思维敏捷，才华
出众，胸襟开阔，为人随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与袁隆
平在安江便认识，之后又写过他不少作品，算是老朋友了。
有次我与老伴到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去看望他，临别时留影
纪念，他是一位誉满全球的大科学家，我自然让他站在中间。
他开玩笑地说：这不是第三者插足吗我和老伴不禁一笑。

袁隆平的幽默，是一以贯之的。

袁隆平喜欢自由，散漫的生活。衣服扣子掉了不补，皮鞋脏
了不擦油，因此，有人给他取了浑名叫油榨鬼。油榨是湖南
方言，不整洁的意思。这个浑名是一个叫李效牧的老师取的。
李效牧是个快活鬼，那时候兴学苏联老大哥，便给他取了个
浑名叫扁脑壳夫。有位姓曾的老师写文章爱带之乎者也，袁
隆平就给他取浑名叫曾员外，有位姓曹的老师爱哼京戏，便
取浑名曹孟德。他们之间不称呼姓名或某某老师，而是以浑
名取乐。

袁隆平才华横溢，爱好广泛，拉小提琴、游泳、打排球、跳
踢踏舞，还爱打麻将。打麻将不带彩而是钻桌子，袁隆平输
了照样钻。他有时手气不好，连连失手，钻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说，这回就免了吧!袁隆平不领情，照样钻，做为一个工
程院院士、着名科学家，打麻将钻桌子，真是闻所未闻，见
所未见，只是现在年岁老了，钻桌子有困难，改为别的方式，



再不钻桌子了。

吸烟，是目前威胁着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
全国烟民达三亿。对此，袁隆平来个反话正说，总结了抽烟
七大好处：友谊的桥梁人与人交往的媒介;灵感的'源泉激活
思维和灵感;寂寞的伴侣抽烟排除寂寞;非典的克星烟中含有
焦油;痴呆的良药烟中含有尼古丁;健康的象征如果抽烟的人
不想抽烟说明身体不行了;纳税的大户国家一部分税收来自烟
民。袁隆平的一席话，让人觉得他是在宣扬抽烟有益，错了，
这是他卖关子，最后的结论是：弊大于益，我不吸烟。

说起给孩子取名，袁隆平也与众不同，袁隆平三弟兄，清一
色的男子汉，他生了三个儿子，按他的说法是单一品种。大
儿子小名叫五一，二儿子小名叫五二，三儿子小名叫五三，
一、二、三、四，部队行进的口号，只是老四缺席，到了三
就划了个句号。而到孙辈，名字也都是袁隆平取的，大孙女
生下来前几天接连下雨，生下的当天，雨过天晴，故取名袁
有晴;第二个孙女是农历雨水节那天生的，故取名袁有清。袁
隆平得意地说：晴是太阳，清是雨水，有太阳有雨水，万物
茁壮成长。在给孩子取名上，他没有忘记农业，也没忘记幽
一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