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
得体会(模板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我院重点科室，在新的一年里，计划从以下几方面加大
工作力度，使我院神经内科进一步发展。

一、继续扩大病种，增加病人数量;

扩大细化病种，计划成立专项病门诊及住院病房;如癫痫病，
头痛焦虑，脑血管病，脑肿瘤等等，这样对于扩大病原，统
一管理，资源共享等都是有好处的。从长远来看，我科发展
空间相当大，单单脑血管病专科我科有待开拓的领域就有卒
中单元，卒中康复病房，中医辅助脑血管病针灸理疗康复系
列等，这些医疗单元的建立都可以使我科得到新的发展。

二、增加床位数，计划建立脑系科专科治疗中心与脑系科监
护室等;

目前我科设床位32张，计划增加至50张，可以逐步与脑外科，
心理卫生科等科室进行有序的经验交流，具体到我科医疗人
员应积极参加其它科室学术会议，进行技术学习，以期在不
远的将来能够成立脑系科专科，这对于广大病患可谓极大的
福音。创建脑系科监护室，积极为脑系科危重病人提供及时，
全面，有效，便捷的专业医疗护理服务。创建脑脊液病理室，
为第一时间精确诊断疑难少见病提供权威性的依据，为培养



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增加医护人员，加强医护人员培训。

继续完善学科人才梯队结构，年中科内应有1名副主任医师晋
升为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另增加住院
医师1~2名。培养硕士1~2名等。

对现有副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在临床医疗、科研、教学等方
面工作中让他们挑重担、压任务，加强他们在基础理论和专
业技术理论方面的学习，尽量选送他们外出接受专科进修，
参加短期的学术交流，以掌握国内外神经内科的研究、发展
动态，参加专项技术学习班。对于住院医师的培养则立足于
院内和科内，重点在于对他们临床基本机能、医学基础理论
和临床思维方法、基本功的培养，以加强平时考核，严格从
上级医师的教学查房及病例分析等入手，使他们在住院医师
培养计划后，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神内科主治医师。

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岗位练兵为主，鼓励她们参加护理专业的
高等教育本科自学考试，或到医学院校护理专业接受脱产和
半脱产的学历教育，选派优秀人员到各著名医院神内科进修。

四、增加设备投资力度，购置先进仪器设备，将神经科武装
为天津设备领先的科室。

购入核磁共振，开展神经介入治疗，并购置24小时视频脑电
图监测仪、肌电诱发电位仪，购置dsa等设备，以提高神经疾
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水平。

五、加强科研，引进和推广适宜新技术。

应用开展新技术，加强卒中后抑郁治疗的研究，并结合在职
研究生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每年申报课题，引进和推广适
宜新技术1~2项。



五年内，引进推广神经康复，利用现代康复技术开展运动治
疗、作业治疗、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吞咽语言训练、认知能
力训练、adl训练及康复功能评定;将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系
统化;根据脑血管疾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配方的治疗等等。

六、加强科室文化建设，增强科室凝聚力。

继续加强医疗核心制度学习，加强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强
调敬业爱岗，以病人为中心的科室文化建设，增强科室凝聚
力。

神经内科是我院的重点科室，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在科室人员的努力下，在新的一年中能够尽善尽美完成工作
计划。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得体会篇二

“很开心也很艰难的一场球。”落座发布会，一脸疲惫的惠
若琪的嗓子已经都喊哑了。获胜的瞬间，她紧抱着队友，嘶
吼着霸气望着隔网的对手们。

小组赛中，荷兰曾以3-2战胜中国队，也将中国队逼入绝境，
不得不在淘汰赛中面对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让中国队
九死一生。

然而再次面对荷兰，这场被郎平视为“身后是万丈深渊”的
比赛，中国姑娘们却展现出顽强的意志，3-1战胜对手，特别
是第三局，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29-27顽强翻盘。

“我们打得比对手更坚定一些，之前荷兰队比赛都是打5局体
能消耗太多，我们全打出了团队精神。”赛后，惠若琪认为
球队胜在坚定的意志和团队精神。

姑娘们已经顾不得自己的矜持，她们笑的欢畅，激情相拥，



任由心中的情感发泄出来。而场边的郎平指导，也是双手握
拳，长出一口气。艰难，比赛打的太艰难了。首局，女排一
度落后，但最终反败为胜;第三局，相似的剧本，同样的结局。
当29-27的比分呈现在比分牌上时，意味着女排已经占据整场
比赛的绝对主动。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战意更盎然的一
方，才能在厮杀中压倒对手。

惠若琪强攻打手出界!将最终的大比分定格为3-1，我们赢了，
中国女排时隔20xx年，再度打入奥运会的决赛。人们或许还
依稀记得，总是笑的像个弥勒佛似的陈忠和，在20xx年前带
领女排杀入决赛，并最终摘取金牌时的盛况;或许还依稀记得，
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杨昊、王丽娜、周苏红、刘亚男、赵
蕊蕊，以及目前坐在央视前，担任解说的冯坤。

当年的主力二传，如今坐在屏幕前，看着后辈们征战沙场，
眼里满满都是当年自己的倒影。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传承。1994年出生的朱婷，雅典那一年理
应小学尚未毕业;老大姐魏秋月，当年也不过只是花季少女;
至于年龄最小的龚翔宇，更是只有17岁。或许她们，也曾随
着自己的父母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为当年的冠军之队拍红
了小手。时至如今，她们纷纷长大，终于轮到自己站到前台，
延续女排的荣光。

许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单枪匹马的中国人是龙;聚合在
一起的中国人，就不是那回事了。而在体育赛场上，这一点
似乎也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都能得到验证。君不见奥运夺金的
项目，大多都依靠中国运动员的个人奋斗，相反依靠集体协
作的项目，往往无法取得优异的战绩，尤其是象征团队协作
精华的三大球项目，总是习惯性的给国人添堵。然而凡事都
有例外，比如女排。

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排承载着中国体育集体项目的灵魂，象
征着团队协作的至高结晶。与荷兰队一战，全队12人人人登



场，个个拼命。其实论实力，中国女排并不比荷兰队强出太
多。因为每一局比分，中国队都只以2分的优势胜出。然而就
是这样惊心动魄的较量，方能显现女排精神，方能彰显英雄
本色。

坚忍，顽强，拼搏。胜利没有捷径，从小组赛的磕磕绊绊，
仅排名小组第四;从鏖战东道主巴西，最终在两万人的嘘声中
以3-2淘汰东道主，到今日力擒欧洲豪强荷兰，复仇成功。中
国女排在不经意间，挑选了一条最艰难的路。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巅峰，近在眼前，已经触手可及。

姑娘们高昂着头颅，带着一身骄傲，不断前行。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得体会篇三

20__年北京冬奥会即将拉开围幕，让我为我的祖国感到无比
自豪!

一片冰，一片雪，14亿人民的热情与期盼筑就了冬季奥运会。
我们的祖国用真诚与热情捧起了一片冰雪，将它打造成冰雪
的天地。速滑场“冰丝带”让我映像深刻，它的造型如同22
条飘逸流畅的冰雪丝带，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飞舞。同雄
浑的“鸟巢”、灵动的“水立方”将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点缀
的闪闪发光。让我再一次领悟了什么叫做国富民强，我为我
的祖国喝彩!

除了标志性的建筑以外，我最期盼的是冬奥会的吉祥物——
冰墩墩和雪容融，大家是否还记得20__年奥运会的吉祥物呢?
其中“晶晶”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走到哪里都受人们
的喜爱，而20__年的“晶晶”摇身一变，一只来自未来的3d
拟人化熊猫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瞧呀，他不仅有大熊猫特有的可爱黑白造型，还身披“冰晶
外壳”内罩，五彩“冰丝带”手掌中镶嵌着小红心，可爱的



样子让我忍不住想给它一个大大的拥抱。它不仅仅可爱，它
还象征着纯洁、坚强与活泼。通过”冰晶外壳”显现出5g的
创新，还有冬奥会运动健儿强壮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手掌
中的小红心像世界人们展现出我们的热情。这样一只富能量
的大熊猫怎能让人不喜爱呢?!

“简约、安全、精彩”是北京冬奥会的主旨，冰雪上的运动
项目也实在让人翘首盼望。在20__年中即将展开一方天地的
冰雪盛会，汇聚了各国的冰雪健儿。我期盼，将来我也是冰
雪盛会的一份子，为祖国增光，为人民添彩!

冬奥会的筹办过程见证我们祖国的强大!我希望这次冬奥会能
够带着所有人乘风破浪，追随所有人心中的激情与期盼。绽
放出一片壮阔的冰雪世界!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得体会篇四

女排时隔20xx年再夺金，3比1上演王者归来。据报道北京时
间8月21号，20xx里约奥运女排迎来决赛，中国队对阵塞尔维
亚队，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队以3：1战胜塞尔维亚夺冠，20xx
年后中国女排再次登顶。她们克服了太多的困难登顶，配得
上所有的赞美!

王者归来，举国振奋。以3:2逆袭卫冕冠军、东道主巴西后，
中国女排18日在半决赛中面对“苦主”荷兰队释放“洪荒之
力”，最终以3:1艰难实现“复仇”，时隔20xx年后再进奥运
决赛。21日在与塞尔维亚队的巅峰对决中，在先失一局的不
利情况下，中国女排更是以3-1完成惊天逆转，站在了里约奥
运会的最高领奖台。黄灿灿的金牌见证着女排姑娘们的顽强
拼搏，也诠释出中国的大国自信。

“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
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



是奋力拼搏。”击败卫冕冠军巴西队后，中国女排姑娘们在
场上高声大喊：“我们是最棒的!”;战胜强劲对手荷兰队后，
洪钢和前奥运冠军冯坤盛赞中国女排赢下史诗般战役，无愧
为王者之师;巅峰对决中，中国姑娘们再次用汗水和拼搏向全
世界诠释了什么是“女排精神”。

岁月轮回，精神不老。噙着热泪看完整场比赛，耳边依稀萦
绕着女排姑娘们的阵阵呐喊杀声。不管是比分落后，还是稍
稍领先，或者不相上下，我们的女排姑娘们都体现出每球必
争的决心，诠释出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顽强拼
搏、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拼搏精神永远是中国竞技
体育之魂”，这种不放弃、不抛弃的拼搏精神，不仅能够唤
醒大国梦想，也足以振奋13亿多中国人民。

里约奥运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女排奋力拼搏站在最高领奖台，
既激励着中国体育健儿放手一搏，也鼓舞着亿万国人砥砺前
行。这种敢胜利、能胜利，顽强拼搏决不放弃的精神，更是
已经成为了13亿中华儿女昂首前行的底气所在。嘹亮的国歌
声中，我们向女排队员和教练们致敬，因为她们创造了奇迹;
我们更向中国女排这种拼搏精神致以礼赞，因为其必能凝聚
中华民族洪荒之力，共筑复兴梦想。

冬奥会精神理解 弘扬北京冬奥会精神心得体会篇五

“鸟巢”“水立方”等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标志性体育场馆
陆续“超级变身”，满足冬奥会赛事的需求，重新焕发光彩。
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所在的首钢园区短短两年内实现“完美转
身”：炼铁原料区变成北京冬奥组委驻地，精煤车间改造成
国家冬季运动队场地;金安桥片区则化身为“科幻之城”。

在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程建设中，建设方对
雪道设计、山地建筑优化选址，大量减少了树木移伐和土方
开挖回填量，这不但减弱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也节约大量人
力物力。“简约”“绿色”的办奥理念巧妙地落地开花，成



为现实。

在全球新冠疫情仍有反弹的严峻形势下，“安全办奥”成为
筹备工作的艰巨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卫
生组织等成立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还协同国家卫健委等组
建国内疫情防控专班和专家组，共同推进冬奥会疫情防控工
作。

防疫措施“一馆一策、一场一策”精细化落地、ai机器人协助
工作人员进行场馆消杀、多语种机器人代替嘉宾颁奖、创可
贴体温计实时检测体温变化……无数细节既体现了疫情防控
工作的周密细致，也体现了人性关怀。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一版正式发布，这本“参会说明书”
详尽、细致，将为所有参赛运动员和冬奥会相关人员提供坚
强的安全保障。

浓郁的“中国元素”在北京冬奥上将熠熠生辉。冬奥会火种
灯设计借鉴吸收了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火种台的创意灵感源
自传统青铜尊;冬奥奖牌采用中国古代同心圆形象，蕴含
了“天地和·人心同”的深刻内涵。

北京冬奥组委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启动“冬奥大
脑”，实时统筹场馆联络、餐饮服务、医疗防疫、交通运行、
天气情况等几乎所有信息，为参赛各方提供强大保障。媒体
工作人员还可以依托vr、ar、5g云转播技术，给全球观众带来
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科技交相
辉映，北京冬奥会注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盛会。

“一起向未来”，冬奥会的口号凝结着人类共同面对挑战、
奔向美好前程的希冀。北京准备好了，中国也准备好了!在冬
奥精神的感召下，我们期待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
是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参与报道的各国记者，都能共同携



手，心怀暖意，驱散严寒，向着美好未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