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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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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地区之一，其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
文化传承令人着迷。《新疆之历史》是一部记录新疆历史的
纪录片，其中第六集展现了一段峥嵘岁月，让我对新疆的历
史与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我将从蒙古时期的统一与
繁荣、明清时期的变革与困境、到现代的复兴与发展等三个
方面，来分享我的观看体会。

首先，在蒙古时期，新疆经历了一段相对统一与繁荣的历史
时期。在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后，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张，将
颠覆了以往统治者的制度引入新疆。这些变化使得新疆的各
个民族得到了统一的管理和发展的机会，不同民族之间的融
合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传承。此时期的历史教会我
们，唯有统一与包容，才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然而，明清时期却是新疆历史上的变革与困境。随着西医和
耶稣教的传入，新疆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颠覆，也造成
了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同时，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对新疆进
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了维持统治，他们采取了严苛的
措施，导致新疆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出现停滞。这段历史教会
我们，尊重并保护各个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传统是维护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

进入现代，新疆迎来了新的复兴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政府注重推动新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优
惠政策和重大项目，推动了新疆的快速发展。同时，政府还
注重发展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新疆居民的生
活水平。观看这部纪录片，我深深体会到政府的努力以及各
个民族和谐共处的态度，对于新疆的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新疆之历史第六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蒙
古时期的统一与繁荣，明清时期的变革与困境，到现代的复
兴与发展，这段历史展现了新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与发
展。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我更加了解了新疆的历史和文化，
也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于新疆的关怀和扶持充满敬意。同
时，我也深感各个民族的和谐共处以及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
重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石。新疆的历史之美是我
们应该加以珍爱和传承的。我相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新
疆一定能够持续发展、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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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名天下的葡萄沟，随手摘下一颗葡萄，“嗯，甜甜的，
凉丝丝的，真好吃呀!”外国游人竖起了大拇指。葡萄干你爱
吃吗?就算你不爱吃，吃了葡萄沟的葡萄干，保证你吃了还想
吃。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好吃的葡萄与葡萄干，这儿的葡萄
树一棵接着一棵，树枝弯弯曲曲的爬满葡萄架，为游客撑起
了一个绿色天然长廊。树上的叶子，绿油油的，茂盛的很。在
“魔鬼城”中还是火辣辣的太阳，仿佛也受到了感染，温柔
了许多。若是你在长廊下休息乘凉，喝着老乡们自制的果肉
酸奶，宛若踩在云端，舒服、惬意极了。

你相信吗?在去塞里木湖的路上，烈日当空，路两边的山上，
常年积雪不化，真是太神奇了!美丽的塞里木湖，湖水蓝得见
底、云彩白得透亮，一块块彩石、一只只绵羊、一棵棵小树，
让我的心一直偎在她的旁边。

伊犁草原更是美上加美，草密密麻麻的，像一块绿色的大毯



子铺在地上。大草原上，骑着骏马奔驰的小伙子哼着歌，不
时地吆喝几句;牛羊也悠闲地走起了“猫步”，样子真可爱;
蒲公英在风的带动下，漫天飞舞，顽皮地跑到游客们的脸上、
身上。这不正是一幅活的画!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新疆只是其中的一座城市，只有
你亲身去体会美丽的伊犁草原、去品尝葡萄沟香甜的瓜果、
去奇异的“魔鬼城”寻找奥秘、去感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你不得不为之叹服——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国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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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发表后，引发我区干部群众
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
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白皮书说，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
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白皮书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认清新疆历史、民族、文化、
宗教等发展轨迹及其规律，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自治区党委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副主任、
副教授郭益海说。

“白皮书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作
为一名在基层工作30多年的党员干部，我就是最好的见证人。
”民丰县若克雅乡精神文明和社会事务办主任苏比努尔·麦



合木提告诉记者，现在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家里
还通了上下水、电、天然气，柏油路铺到了家门口。大家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要广泛宣传白皮书的内容，让大
家看清楚看明白事实真相，团结一心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

让民族团结的种子落地生根

白皮书说，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
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
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14个民族
组成，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今后，我们社区干
部和居民之间还将继续结对子、勤走访、常团聚，在互学语
言、关爱帮扶中，拧成一股绳，全力维护民族团结。”塔城
市新城街道哈尔墩社区党支部书记巴哈尔古力说。

“‘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共同生产生活……’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7月23日，
白皮书中的这段话，触动了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究
生艾日夏提·地里夏提的心。“小时候，我在库车县林基路
小学上学，和各族小朋友一起学习、成长。现在我和来自河
南、河北、山东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在共同学习、共同生
活中加深了解、共同进步。我们一定要以青年学子的担当，
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艾日夏提说。

“我们结对子，认亲戚，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加深
各民族之间的了解，通过互帮互助增进感情，让民族团结的
种子在大家心中生根。因为只有我们各民族紧密团结，我们
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祖国的新疆才会越来越好！”自治区
总工会宣教部副主任科员闫伟说。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白皮书说，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
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
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主任梁健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白皮书内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赛雅拉·阿巴索夫表示，要深入学
习宣传白皮书的内容，在教学和实践中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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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它很美丽，它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新疆是个大家庭，发展要均衡，为了西部大发展，有了援疆
人。新疆特好看，四季常青的松树，美味的果实，让无数中
外游客赞不绝口……。我们新疆处处美景若人醉!六批援疆者，
个个志气强，斗志高，离开父母和亲人，把新疆当成家。

新疆人很好客，请到新疆来做客，你会看到吐鲁番的葡萄、
伽师的瓜、库尔勒香梨、哈密大枣、阿克苏苹果。

我们家乡风景名名胜也多。有被誉为“戈壁明珠”的石河子
市，它距首府乌鲁木齐市150千米，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葛
尔盆地南缘。面积460平方千米，人口64万多，是石河子市政
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师部所在地。石河子创造
了“人进沙退”的奇迹。它以绿色的环境，绿色的文化，绿
色的文明被世人誉为“戈壁明珠”。石河子是全国“双拥摸
范城”“卫生城市”和园林绿化先进城市。



阿勒泰是新疆第二大天然林区，也是自治区重要的渔业生产
基地之一。全地区有野生植物1378种，其中许多为名贵药树。
悠远，灿烂的草原文化是阿勒泰的迷人景观，岩画、草原石
人、草原鹿石、石堆墓葬等都是草原先民给我们宝贵文化遗
产。

如今，在党英明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家乡越来越
美丽了。

朋友，请到我的家乡来。相信你来了就不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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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确实很美，美丽的姑娘，美丽的花儿，美丽的丝巾……
但是，新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美的，例如沙漠。

库尔勒真是一个美丽的绿城，。这是我们来到库尔勒的第一
印象。库尔勒确实算是一个绿城。茂密的绿树整齐地站在街
道的两边，给炎热的天气，增添了不少的清凉。来到这么一
个美丽的城市，谁会想到有一大片沙漠正虎视眈眈地卧在她
脚边呢？可事实正是如此。

那天，我们驱车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风，卷着扑天盖地的黄沙。沙漠上的沙丘此起彼伏。向前微
微迈上一步，脚就会隐隐往下陷，细腻的黄沙缓缓从脚边流
过。

一个百岁老人正躺在一个躺椅上。他已经很老了。满头的银
发，满脸的白须。我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就是导游说的，
罗布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了吧。

罗布泊曾经是个非常繁荣的民族。他们傍水而居。每天，早。
中。晚餐都是鱼，可人们一直生活得很好。但是，沙漠却正



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他们的家园。村庄每隔几年都要往里退
一点，因为他们的水没了。没有了水，要只吃鱼的罗布泊人
怎么活下去呢？一点，再一点，他们不停地在往里迁移着。
于是，悲剧发生了。人们的水，永远地消失掉了。只剩下一
个个小小的，满是盐碱的水塘。

罗布泊灭亡了。人们走的走，散的散，最后，就只剩下一个
人！世界上从此，再也见不到罗布泊这个村庄了。

是什么导致这场灾难的呢？就是因为人们胡乱破坏环境的缘
故。没有了树木的保护，沙漠就肆无忌惮地开始疯狂的破坏。
淹没土地，淹没房屋，淹没所有它能淹没的地方。

库尔勒之所以能种那么多树，是因为有一条小小的孔雀河从
城市中央流过。可是，虽然有一条小河流过，要种那么多树
还是很困难的。

“你们知道库尔勒人是怎么给树浇水的吗？”导游问我们。
有说用水管喷的，有说用水桶泼的，可是都不对。

“是用滴灌！”一个叔叔大声说道。

“完全正确！”导游笑着竖起大拇指。

大家都沉默了。

这所谓的滴灌，指的就是把水管戳几个洞，让水慢慢地渗到
土地里。只有这样，才能把最少的水，用到最多的地方去。
可想而知，要想在这里种树，是多么的困难。

我由衷地希望，我们能够尽自己所能，努力去保护环境。不
要任意砍伐树木。不要让库尔勒也消失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