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成龙心得(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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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于成龙心得篇一

近期，地处北武当山脚下的山西吕梁市方山县来堡村，因为
是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故乡，迎来大批官员参观、学习。这一
切，都和山西持续进行的反腐有关。

12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吴永平接受组
织调查;16日，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被开除党籍、
公职。在山西省纪委官网上，对腐败、违纪官员的查处保持
高密度状态。

19日，在方山县来堡村，正在建设中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稍
显寂寥。偌大的院子里，从于氏墓地抢救回来的碑刻、石碑
底座等堆砌一处，其中多有损毁。用砖块堆砌的围墙显露出
开发窘境。院子靠近山丘一侧，象征于成龙22年从政经历
的22间窑洞内，正在布展于成龙生平、掌故和藏品。

据于成龙故里旅游有限公司经理葛海斌介绍，从2009年起，
民营企业家高林清累计投资3000余万元人民币，终因资金短
缺而难以为继。按照规划，园区占地580余亩，包括廉政文化
教育展览馆、廉吏文化广场、于成龙故居区、于氏家族墓地
等。葛海斌说，为保护、开发于成龙廉政文化，高林清卖房
卖车，甚至租房居住。

这种窘迫似乎在9月间发生转机。9月17日，新任山西省委书



记王儒林把调研首站放在腐败重灾区—吕梁市。期间，在被
清康熙皇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里，王儒林感
慨，吕梁传统文化重德重廉，但现在却成了全国发生腐败问
题最出名的地方。

中共十八大以后，山西7名被立案审查的省级官员多数与吕梁
有关，当地落马官员众多。在于成龙故里调研时，山西省委
书记王儒林要求“充分发挥历史优秀廉政文化教育警示作
用”。

此后，进展缓慢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项目再次启动。时隔不
久，方山成立由县委书记李少杰任组长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
项目建设领导组，并以年度财政预算形式每年投入500到1000
万元人民币。方山县文物旅游开发中心旅游科负责人雒完全
说，目前，项目前期土地环评、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预审
等已完成，省、市、县均有扶持资金，预计明年10月份即可
开门运营。

葛海斌说，以前，大小官员、媒体想请都请不来，和于成龙
有关的图书送都没人要。现在，大小官员、职能部门接踵而
来。

18日，恰逢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此参观。攀谈中，一位
负责人说，前些年，经济飞速发展，大家主要精力都在经济
上，对身边这位“廉吏老乡”关注较少。

于氏第十四代后人于吉仁介绍，在来堡村，于氏曾是村中大
姓。如今，在1000余村民中，于氏后人只占1/10，且大多以
务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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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心得篇二

最近，我收听了单田芳老先生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并结合评书观看了电影《一代廉吏于成龙》，感到畅快舒展，
特别是那首主题歌更是把这种正气抒发的淋漓尽致、荡气回
肠。让我最近思绪难平，感慨万千!

他严于律已，受得住贫穷，不为富贵所动。于成龙的官阶虽
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
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
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
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
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
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
天南地北，宦海20本文来自学优高考网end#余年，只身天涯，
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
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
长物“。出自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
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
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
难学“。

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学习于成龙敢付责任的精神，医生要有
责任心，要有负责的精神。在有负责精神的基础上，要有良
好的服务态度。其次是要学习他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官有为
官的职业道德，医生更要有医德，医生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医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但面对的对象是人，所以医学又是
一门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直接为人服务。以人为本的态



度非常重要，必须在有责任心的前提下，再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有了这两点再加上奉献精神，就可以做一名使病人满意、
使同行称道、尽职尽责的好医生。

于成龙心得篇三

历史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意味
深长的思考。于成龙廉洁勤政的高尚品德、浩然正气的人格
力量和爱民如子的人格魅力，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人们
赞誉该剧虽言历史，却关现实。历史在塑造一个优秀灵魂的
同时，也在启迪今天的党员干部能像于成龙那样廉洁勤政、
一心为民、一生为民。“你为的是天下，想的是社稷，苦了
自己;你穿的是旧衣，吃的是粗米，从不在意;你爱的是百姓，
恨的是贪吏，一身正气;你流的是热泪，熬的是心血，勤政不
息。”回想着《长歌行》中那坚定而又悲怆的旋律，于成龙
的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间总是挥之不去。

清康熙年间，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到任后，发现前任官员
草菅人命，造成了一起所谓“通海通匪”的冤假错案，使当
地上万平民锒铛入狱，乃至田园荒芜、怨声载道、社会动荡
不安。要改变现状，必须重审旧案，开释无辜，同时减轻民
众军粮徭役的沉重负担，促进生产发展。于成龙不顾自身安
危，运用种种计谋，向驻节福建、权倾朝野的康亲王坦诚进
言，与骄横偏执、心理阴暗的勒春、喀林等官僚周旋斗法，
拯妇孺老弱于水火，救受害无辜于囹圄，终于以其刚正直拗
的人格魅力和清廉俭朴的操守，感化了康亲王及一应同僚，
战胜了重重困难，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于成龙再一次
因政绩卓著而升任直隶巡抚，依依难舍而踌躇满志的他悄然
踏上新的旅程。

于成龙以天下为家，而百姓是天下的主人。因此，他为天下
大事考虑，实际是为百姓安危幸福考虑。他名为官，实为仆，
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谋福利上。越是困难，越是危险，
越是需要负责任的时候，他越是走在最前面。他为了百姓，



可以放弃自己的所有，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抛之脑后。他
全身心地想着老百姓，全身心地为着老百姓而丝毫不计较个
人利益。

于成龙能做到如此清正廉洁，是他严于律己的`结果。作为一
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做到于成龙这样，尤其不容易。而于
成龙却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好。这是因为于成龙的忘我，
他的淡泊名利，严正无私，心无杂念，一心为天下百姓。这
正是《廉吏于成龙》一剧作为劝世之作的成功之所在。在今
天以民为先，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中，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警示。

于成龙心得篇四

近期，地处北武当山脚下的山西吕梁市方山县来堡村，因为
是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故乡，迎来大批官员参观、学习。这一
切，都和山西持续进行的反腐有关。

12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吴永平接受组
织调查;16日，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被开除党籍、
公职。在山西省纪委官网上，对腐败、违纪官员的查处保持
高密度状态。

19日，在方山县来堡村，正在建设中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稍
显寂寥。偌大的院子里，从于氏墓地抢救回来的碑刻、石碑
底座等堆砌一处，其中多有损毁。用砖块堆砌的围墙显露出
开发窘境。院子靠近山丘一侧，象征于成龙22年从政经历
的22间窑洞内，正在布展于成龙生平、掌故和藏品。

据于成龙故里旅游有限公司经理葛海斌介绍，从起，民营企
业家高林清累计投资3000余万元人民币，终因资金短缺而难
以为继。按照规划，园区占地580余亩，包括廉政文化教育展
览馆、廉吏文化广场、于成龙故居区、于氏家族墓地等。葛
海斌说，为保护、开发于成龙廉政文化，高林清卖房卖车，



甚至租房居住。

这种窘迫似乎在9月间发生转机。9月17日，新任山西省委书
记王儒林把调研首站放在腐败重灾区—吕梁市。期间，在被
清康熙皇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里，王儒林感
慨，吕梁传统文化重德重廉，但现在却成了全国发生腐败问
题最出名的地方。

中共十八大以后，山西7名被立案审查的省级官员多数与吕梁
有关，当地落马官员众多。在于成龙故里调研时，山西省委
书记王儒林要求“充分发挥历史优秀廉政文化教育警示作
用”。

此后，进展缓慢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项目再次启动。时隔不
久，方山成立由县委书记李少杰任组长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
项目建设领导组，并以年度财政预算形式每年投入500到1000
万元人民币。方山县文物旅游开发中心旅游科负责人雒完全
说，目前，项目前期土地环评、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预审
等已完成，省、市、县均有扶持资金，预计明年10月份即可
开门运营。

葛海斌说，以前，大小官员、媒体想请都请不来，和于成龙
有关的图书送都没人要。现在，大小官员、职能部门接踵而
来。

18日，恰逢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此参观。攀谈中，一位
负责人说，前些年，经济飞速发展，大家主要精力都在经济
上，对身边这位“廉吏老乡”关注较少。

于氏第十四代后人于吉仁介绍，在来堡村，于氏曾是村中大
姓。如今，在1000余村民中，于氏后人只占1/10，且大多以
务农为生。



于成龙心得篇五

心装百姓扶纲纪，除暴安良誉美名。最近，我收听了单田芳
老先生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并结合评书观看了电影
《一代廉吏于成龙》，感到畅快舒展，特别是那首主题歌更
是把这种正气抒发的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让我最近思绪难
平，感慨万千!

他严于律已，受得住贫穷，不为富贵所动。于成龙的官阶虽
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
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
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
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
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
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
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
妻阔别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
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他在为百姓做事的同时，能很好地惩治统治者中的腐败。身
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
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
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针对各属贿赂公行，
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
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
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
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
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
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
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
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
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学习于成龙敢付责任的精神，医生要有
责任心，要有负责的精神。在有负责精神的基础上，要有良
好的服务态度。其次是要学习他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官有为
官的职业道德，医生更要有医德，医生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医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但面对的对象是人，所以医学又是
一门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直接为人服务。以人为本的态
度非常重要，必须在有责任心的前提下，再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有了这两点再加上奉献精神，就可以做一名使病人满意、
使同行称道、尽职尽责的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