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体会是我们
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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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篇一

为全球气候再添一抹“中国绿”

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原有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不
适合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必然选
择。“长痛不如短痛”，我国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以短期的阵痛换取可持续发展，让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的成果惠及群众。

以必胜的决心推进绿色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从未
缺席。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势头，在二十世纪的第二
个十年间逐渐放缓，经济由高速发展逐步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两山
论”都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传统产业发展正盛之
时，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壮士断
腕的勇气进行污染治理和防治，用“长牙齿”的政策和“不
打折扣”执行力，坚持关停一批、淘汰一批、规范一批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如今的中国正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稳步
前进，__报告中提出了要做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这颗“蓝
色星球”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倡导
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以坚定的信念倡导绿色发展。过去五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
成效最好的时期。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快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
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2020年，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为87%，细颗粒物未达标地级
市及以上城市平均浓度相比2015年下降28.8%，《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新增517种(类)野生动物，共列入野生动
物980种和8类，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天更蓝、水更清，极大
地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让发展更有温度和厚度。

以果敢的担当践行绿色发展。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长期愿
景，首次向全球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也是迄今为止各
国中作出的最大减少全球变暖预期的气候承诺。国民经
济“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第一次将碳中和、碳达峰作为我
国“十四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攻目标，这是首次将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写入正在编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建设布局，正在制
定碳达峰行动计划。“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我国积
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已批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
多边公约或者议定书。从斯里兰卡“绿色”码头、越南“可
循环”发电站到肯尼亚的“温柔”铁路，中国始终以行动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篇二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提到“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
丽家园”问题。

当前，全社会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一起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
指示，“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
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
敲响了警钟。”不管是垃圾分类所表达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还是崇尚节俭所体现出的对大自然的敬畏，都昭示着：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共谋绿色生活。

坚持绿色发展，应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都江堰工程作为中国古代
水利工程独一无二的典范，就是遵循了自然规律与河流自身
的流动属性，疏导治水、泽被后世，使成都平原变为了天府
之国，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坚持绿色发展，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应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绿色家园，应追求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怀。当前，
我们积极推进垃圾分类行动，一方面分类投放垃圾减少环境
污染，另一方面使可回收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让人们学会节约资
源、爱护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这需要我们每一个
人的积极参与，甚至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坚持。

共谋绿色生活，应倡导简约适度、低碳环保的理念。“倡导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
费。”稼穑不易，民生多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绿色文明新风尚，勤俭节约是美
德，我们应提倡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敬畏自然，低碳生活，
拒绝浪费。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坚持绿色发展，共谋
绿色生活，让我们的家园更加整洁，让美丽永驻人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篇三

考察“小地方”彰显为民“大情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落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落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
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他
先后走访毕节市、化屋村、金元社区，深入农村、社区、超
市实地调研，看山看水、看田看园，一路上亲自验收，一次
次亲自督战，尤其关心群众困难、脱贫、受益情况，念兹在
兹、思虑最多的皆是人民。

在一个个基层“小地方”的考察中点亮殷殷为民情怀，带领
着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党员干部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等重要领域持
续发力，则应当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赶考”心态和“担当”精神为新时代的“考题”交出优
异答卷。

答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选择题”，选做人民的贴心
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就要全
心全意地服务人民。”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员干部要
从“心”出发，甘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主动
学习新发展理念中的人民“功课”，把群众工作作为持续推
动新发展的必修课，牢固树立“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
的初心，从思想上靠近群众、接近群众。当前，我国正处
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更要选择做人民的
“心上人”和“贴心人”，即贴着群众需求做工作、瞄准困
难短板做工作，要时刻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人民有何需求、
群众有何问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把实事
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时刻思考群众最急最盼的事情是什么。

审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常规
题”，争做人民的担当者。“行百里者半九十”。战脱贫、
求振兴都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接力赛”。当前，将共同富裕的
“接力棒”顺利交接到乡村振兴就是基层干部要做好的“常
规题”。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要扛起服务困难群众和保障民
生的“大旗”，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件大事办好，防止返贫



增贫。尽管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在产业、
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加之疫情所带来
的冲击，更要把民生工作做到实处，用“硬作风”和“真实
力”走进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在“过渡期”读懂产业扶贫
的密码，帮助贫困群众打开“致富门”，开出“致富花”，
养出“致富牛”，为脱贫群众“雪中送炭”“纾难解困”，
努力让脱贫群众、困难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才能
在“常规题”中得高分，拔头筹。

解对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加试题”，勇做人民的守
护神。“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西溪湿地、汾河水
畔、东北黑土地到贵州乌江……在考察调研“小地方”、参
加植树等活动中，留下许多绿色足迹，勾勒美好生态愿景的
同时，也是在为人民谋划最实在的民生福祉。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越是践行生
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集众人之
力，点“绿”成金。良好的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党员干部更当以“人民至上、人民为
先”的思想，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保护好、利用好生态资源，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
情和活力，与人民群众一同踏“绿”前行。

“民生无小事，山水总关情”。前进道路上，无论是民生工
作中“日考”，还是关键时刻的“大考”，作为与人民距离
最近的基层党员干部，都应该努力淬炼，始终把对“小地
方”关怀化作发展动力，将民生“大情怀”直抵民心，坚持
问题导向，拿出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开展各项工作，奋力答好
“人民至上”这张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答卷。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篇四

4月22日，时值第__个“世界地球日”，__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提出了“六个坚持”，其中之一就
是“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绿色发展是千年大计，实现绿色发展关乎国家、民族和人民
的未来。

实现绿色发展要古为今用，善于在典籍中汲取智慧。《孟子》
中的《寡人之于国也》有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
用也。”这段话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也
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鱼鳖”“材木”是可
再生资源，如果按照规律进行捕捞和砍伐，不仅能够保护生
态，还能获得经济效益，从而一举两得。我国施行的“休渔
期”“封山育林”等政策就与上述名句反映的道理相对应。
反之，如果采用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等目光短浅的生产方式，
一个国家的永续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北魏农学家贾思
勰著作《齐民要术》中，“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等
句子则体现出了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桑
基鱼塘、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的元阳梯田就是因地制
宜的生动体现。

实现绿色发展要艰苦创业，敢于在实践中探索新路。五十多
年前，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时，当地经常漫天风沙，内涝
和土地盐碱化严重。恶劣的环境导致小麦低产，制约了经济
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焦裕禄带病带领全县人民种植泡桐、
翻淤泥压沙丘，实现了防风固沙;引黄淤灌，从而使得变盐碱
地为良田，以此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时间来到21世纪，__年__到安吉县余村考察，提出了著名
的“两山论”。余村人民遵循并践行这个理论，将原来的矿
山打造成了公园，将原来的水泥厂关停并植树造林。这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同样带动了村集体经
济增长。上述两个鲜活的事例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一是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能够有机结合的，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二是党员领导干部应活跃思维，要能够创造性地提
出新观点和新方法，为当地的绿色发展提供新思路;三是党员
干部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身作则，带头实践，率
领当地群众艰苦奋斗，最终依靠他们的力量实现绿色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要精诚团结，乐于在对话中谋求共赢。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正加速发展，任何一个
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此次的气候峰会上，提出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一脉相承。要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世界是一个整体，各个国家是部
分，各国人民同住一个地球村。实现全球绿色发展，需要世
界各国相互合作、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一个国家如果设置
绿色贸易壁垒，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消极影响。世界好，
各国才会更好。中国有着“一言为重百金轻”的诚意，有
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胸怀，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的待客之道，更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责任担当，
将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建设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而不懈奋斗，为
促进全球绿色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得体会篇五

以行动自觉 写好绿色发展“山水文章”

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
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世间万物环环相扣、
和谐共生。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更要心怀“国之大者”，凝
心聚力、躬身实践，写好水清岸绿、风光旖旎的“山水文
章”。

要有“替山河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的豪情壮志，做
绿色发展的先行者。曾几何时，我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
目追求经济发展，本末倒置，竭泽而渔。“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党员干部要立足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要有“替山河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的豪
情壮志和“时不我待”的责任担当，在共享共建共治的过程
中，守住底线、建立新功、增进福祉、保障民生，争当绿色
发展的先行者。

要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的文明素养，做低碳环保的践行者。当前，生态环境恶劣，
能源资源匮乏，极端天气不断，粮食浪费严重，生物多样性
遭到极大破坏，保护环境、协同发展的时代课题已刻不容缓。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擦亮美好生活的底色，需要汇
聚每个人的智慧与力量。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竭力倡导科
学、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着力培养节约粮食、
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的文明理念，争当“领头雁”勇做“排
头兵”，热心公益、积极响应公益事业活动、参与志愿服务
工作，打好“蓝天保卫战”，做绿色生活、低碳环保的践行
者。

要有“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思想自觉，做抵制不当风气
的监督者。日前，日本政府发布声明，将从2022年起向太平
洋排放130万吨福岛核废水，持续长达30年。这一消息让世界
哗然，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当今世界是“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时代。人类栖息于地球，同呼
吸、共命运。世界各国只有和衷共济、坚守正义，才能促进
共同的繁荣发展。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始终以人民群众为
中心，树立“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斗争精
神，对不当风气，敢于“亮剑”，坚决抵制，做好环境工作
的情报员、战斗员、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