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通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
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中士杜富国，在边境扫雷行动中
面对复杂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对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
来”，在进一步查明情况时突遇爆炸，英勇负伤，失去双手
和双眼，同组战友安然无恙。

为人民扫除雷患，为战友血染雷场。杜富国英勇负伤后，军
地领导机关和医疗机构全力进行抢救。经多级医疗机构接力
营救和精心治疗，目前杜富国已脱离生命危险。

英雄，流血显本色，壮举定乾坤。入伍以来，杜富国先后获
得嘉奖2次，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各1次，荣
立一等功1次。2018年10月11日下午，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
西侧坝子雷场扫雷时，杜富国面对半露出地面的加重手榴弹，
对同组的战友呐喊一声：“你退后，让我来。”在进一步查
明情况时突遇爆炸，他下意识地倒向战友一侧……。他用惊
天一挡书写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荣光。

认准了路，并坚定地走下去，必将成就一番事业。面对危
险“让我来”，脏活累活“我先来”，开辟通道“跟我来”，
遇到困难“有我在”。入伍8年，在杜富国这个年轻战士的身
上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爱，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爱，是支撑
杜富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令人敬佩的奇迹的爱;这种
精神，是把爱国、爱军队和爱人民统一起来的崇高精神。杜
富国以自己的一腔热血真切诠释了勇于献身使命的奉献情怀。



在他和他的战友们身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不怕苦、不怕
死、不怕亏的“老山精神”得到了集中体现，不怕千难万险、
不惜伤残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扫除雷障为人民的“扫雷精
神”得到了弘扬。

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这是杜富国灵魂深处最珍贵的品
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欣喜地看到，无数杜富国式
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一腔热血报效疆
场，奉献在云岭大地。无数热血青年响应祖国的召唤，纷纷
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下根去。他们在鲜艳的战旗上续
写着我们的荣光。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红色之城，黔北遵义，一座神奇、神圣、神秘而又令人神往
的城市。

杜富国从红色基因中传承走来，又走到了为人民扫雷，为军
旗增辉的事业中去。他的英雄事迹，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撼和
感动，而且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探寻。

“英雄是平凡真实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富国有
优点，也有不足，他以真心实诚让自己活成了一束光，默默
燃烧着自己，温暖照亮着别人。”对扫雷大队队长李华健来
说，提起杜富国的名字，便有说不完的话。

李华健说，富国受伤以来，我和战友们常常在交流探
讨，“我们为什么扫雷，富国为何能成为英雄，他又从何而
来?而今天我们又该向英雄学习什么?”。每一次思考对自己
都是一次启发，一次精神洗礼，一次灵魂升华。

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也感同身受。他认为，富国关键时刻
很英勇，负伤之后很坚强。这个战士身上的点点滴滴都不是



与生俱来的，他的奉献精神、坚强品质、高尚品德都是在人
生成长的平凡真实中一种厚积薄发。

正如他们所言，英雄从来不是一时出现的，培养的，而是长
久的积累与酝酿。其实早在无形之中，红色的基因，信仰的
力量早已注入他的生命里。

科教救国路漫漫 上下求索兴国魂。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
桢带领莘莘学子，穿过战火硝烟，辗转多地来到湄潭艰难办
学，这文军长征的线路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
线基本吻合，这些都是革命精神的薪火传承。

浙大“求是精神”就是产生于家国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
中华民族奋起抗日之际。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求是
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继续延伸，也是一个伟
大民族灵魂的觉醒和升华。

而天城中学也是载满了红色记忆。该校校长金粟说，天城镇
是红军经过的地方，当年不少红军战士在这里牺牲，烈士英
雄的后人在这里读过书。2003年，杜富国从皂角小学转到天
城中学就读小学四年级，直到初中毕业。他从小就是在红色
基因薪火传承中长大。

“他从小就有个军人梦。”回忆起杜富国，九年级语文老师
邱重鸣说，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为在当地牺牲的红军烈士
扫墓。活动结束后，杜富国在心得体会中写道：对英雄烈士
很崇敬，我也想当一名光荣的军人。

红色土壤孕育了英雄儿女，成就了英雄传奇，也是杜富
国“让我来”的勇气、信念的精神源泉。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负伤后刚苏醒的那些天，杜富国总是对医护人员说：“我得
加强锻炼，让自己好得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
了。”手术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让人扶他下床走路；一个半
月，他就在病床上支起双肘做平板支撑。

当得知眼球也将被摘除，不能再上雷场时，杜富国依然牵挂
着扫雷。他说：“如果可以，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工作。”

远在西藏当兵的弟弟来了，杜富国安慰弟弟“我没事”，鼓
励弟弟“在部队好好干”。

曾在雷场并肩战斗的战友来了，杜富国嘱咐战友“注意安全，
等待你们凯旋。”

时隔两年，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得知杜富国自己穿衣、洗
漱、叠被子、开门、跑步、用盲杖走路、用机械手吃饭，学
习播音甚至还坚持练字……这名记者动情地说，“他眼睛失
去光明，心里却升起太阳。每一个走近他，想要安慰他的人，
反而从他身上获得感动和力量。”

3年来，杜富国多次去学校、进军营，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话初
心、谈感悟，激励了许多人。2020年，杜富国的妹妹杜富佳
是一名护士，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她两次请战，从贵州随队
出征武汉。曾现场聆听杜富国事迹报告的贵州电子信息技术
学院大二学生丁恒报名参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
边防战士，每日在杜富国战斗过的地方巡逻执勤。

在昔日杜富国负伤的那片土地上，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山茶树
正茁壮成长。一如今天的英雄，心有阳光、不负时光。

放眼华夏大地，杜富国等英雄正是亿万中华儿女心中“最闪



亮的坐标”。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呼声。在岁月的长河中，无论历史的
硝烟散去多久，但对英雄无悔，铁血忠魂的记忆和呼唤始终
都在。

可以说，杜富国的舍生忘死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英雄事迹，更
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热血本色的生动诠释，而“让我来”将
成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共同心声。

离开熟悉的岗位，告别亲人朋友，来到艰苦偏远的边疆，扫
雷官兵面对的不止是雷场生死考验，“杜富国们”付出的也
不止是汗水与鲜血。

记者到扫雷三队采访，下士李洋面对镜头，立即转过了身。
他请记者不要拍他：“我没告诉父母我在扫雷，我妈如果在
电视里看到我，会哭的。”记者一问，原来扫雷大队官兵有
个默契：跟家人打电话从不说自己在扫雷。即使家人知道了
自己在扫雷队，也只说自己“在二线搞保障”。

杜富国和他们一样，一开始都选择了“隐瞒”。战友张中君
告诉记者，直到第三次扫雷任务结束后，家人才知道自己在
扫雷。

在扫雷大队，已婚官兵全部两地分居，40多名官兵面临亲人
重病、子女年幼等困难。他们把遗憾、愧疚和思念压在心底，
忘我奋战在雷场，用生命在战斗，只因他们都是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杜富国”，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心声：“让我来!”。

告别扫雷大队驻地，众战士的一句话，久久在耳畔回
荡：“就算不能回战场，也还要去战斗。生命不息，战斗不



止!”

杜富国英雄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聂海胜是一名不折不扣的“60后”，今年57岁的聂海胜是中
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这是他第三次执行载人飞船的飞行
任务，第二次担任指令长。“翱翔在蓝色的天空”是他从小
的理想，从神舟六号、十号到十二号飞船胜利着陆，他见证
了载人航天的灿烂征途。

1964年9月，聂海胜出生在湖北枣阳市杨垱镇樊庄村。这个镇
位于枣阳西北，鄂北岗地，湖北的“旱极”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1949年到1989年的41年间，鄂北地区平均每4
年发生1次严重干旱或特大干旱;1990年到2009年的20年间，
平均每两年发生1次;2009年到2013年，发生了历史罕见
的“五连旱”。直到2020年1月6日，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一
期顺利实现通水，鄂北焦渴缺水的历史才终结。

物资匮乏的年代，“雨停地干、十年九旱”的杨垱，绝大多
数人的光景艰苦。

50多岁的刘来玉是聂海胜幼时伙伴。如今衣食无忧的他几乎
不吃红薯，原因是之前吃得太多，想起就反胃。

刘来玉回忆，年幼时，主食是红薯面，菜是红薯叶;穿的是哥
哥姐姐穿小了打着各种补丁的衣服;冬天拾不到柴(岗地柴少)
的他只好冻着。在枣阳市区读高中时，他拿出不5毛钱车费，
放假时只好步行四五个小时回家，从傍晚走到深夜。“走得
无聊时，就看星星。”

刘来玉说，聂海胜家比他家还穷，吃的、穿的、用的，比他
还差。读小学时，聂海胜常穿着他姐姐的花衣裳，同学都笑



他。聂海胜兄妹8人，聂父去世得早，家中重担全压在聂母身
上。聂海胜为减轻母亲负担，揽下了很多农活：放牛、割麦、
割野菜等。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聂海胜深知要改变自己的
命运，唯有读书。

聂海胜曾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到：“家里兄弟姐妹多，但父
母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我读书，有一次交到老师手中的学费，
竟是一只兔子。”

聂海胜的小学、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同学们称
他“数学王”。刘来玉介绍，数学满分是100分，但聂海胜常
考105分。老师鼓励学生早交卷，最先交卷的学生有5分奖励。
聂海胜10次有9次第一个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