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梁山战役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那么我们写心得体
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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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战役心得体会篇一

亲爱的白衣天使：

你们好!我是一名普通的五年级小学生，这个不寻常的春节，
我从电视上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袭击武汉，影响全国。从春
节开始我们就一直居家守候着疫情的结束。现在，我们正在
通过网络教学进行学习。虽然不能出门，但待在家里还是比
较安全的。相反，面对可怕的的病毒、严重的疫情，你们逆
流而上，日夜奋战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与病魔作斗争、同时
间赛跑，和死神抗争。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得想给你们写信，
说一说我的心声。

亲爱的白衣天使，我向您致敬!你们舍小家为大家。在原本其
乐融融的佳节里，你们放弃了阖家团圆的幸福，毅然决然地
支持武汉。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
心一意照料着那些被病魔折磨的病人时，看到你们被口罩和
防护服勒出的一道道疤痕时，崇敬之情伴随着我的眼泪一起
溢出。你们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不畏牺牲自己的生命，
每天与病魔打交道，经历着生死的考验。

亲爱的白衣天使，我向您致敬!记者问你们后不后悔?你们总
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你们穿着雪一
样的衣裳，有着雪一样冰清玉洁的心，你们比莲花更圣洁，
你们比火焰更炽热，你们比月亮更光明。你们像海燕，在暴
雨中飞翔;你们像蜡烛，在黑夜中照明!



亲爱的白衣天使，我向您致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战火的
战争。看不见硝烟滚滚，你们同样有被硝烟吞噬的危难;听不
到炮声隆隆，你们同样有被弹片炸伤的险情!面对困难，你们
迎难而上;面对死神，你们大义凛然。

亲爱的白衣天使，我向您致敬!你们当中，有的人也是我们这
么大孩子的好父亲、好母亲，有的人是即将举行婚礼的甜蜜
恋人，有的是哺乳期的母亲，有的人妻子正在怀孕，有的人
正准备利用这个假日出去旅游，有的人父母等他回去吃年饭，
有的人还是呼吸专科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面对疫情，你们
选择的是迎难而上;面对亲人，你们坚强地说：“等我赶走了
魔鬼，我马上回来陪你去看春暖花开。”

亲爱的白衣天使，我向您致敬!写这篇作文我多次流泪停笔，
是感动，是敬佩，是牵挂，是担心……答应我，你们一定要
照顾好自己，尽快平安归来!

最后，我还想悄悄告诉你们，我的理想就是长大成为向你们
一样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拯救生命!我会努力学习的!

此致

敬礼!

梁山战役心得体会篇二

近年来，_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
委、县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岗位意识、廉洁意识，始终秉持
强烈的为民情怀，有力推动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效
开展。

一、识准扶贫对象，确保脱贫攻坚“靶向定位”



按照国家和市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工作
要求，_县扶贫办严格执行识别标准和工作程序，识别
出32377户、130286名贫困人口，识别出130个贫困村，根据
贫困程度分类建档立卡。常态化开展入户调查，准确掌握致
贫原因，按照因病、因学、因灾、缺劳动力、缺资金、缺技
术等情况进行一户一册分类统计，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帮扶
措施，做到了户户有项目，户户能增收。利用“互联网+扶
贫”的思维，实施扶贫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开通_县精准扶贫
平台和手机app，精准记录贫困户基本信息、精准帮扶措施及
脱贫措施、帮扶干部入户情况记录、贫困户脱贫趋势和预测
等。

二、创优工作机制，确保脱贫攻坚“力量聚合”

_县扶贫办创新工作机制，实行分工负责制、分线负责制和分
片负责制，将全办职工分为综合协调组、扶贫搬迁及产业发
展组、基础设施及社会扶贫组、教育培训就业医疗卫生“兜
底”组、督查巡察组、金融扶贫组、建档立卡及信息宣传组7
个组，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对接联络，做到上下
结合、条块结合、内外结合，形成攻坚合力。有针对性优
选2546名扶贫帮扶干部，组建130个驻村工作队，650名驻村
工作队队员长期驻村开展工作，面向社会公开选聘驻村扶贫
专干278名，定点驻村，协助村乡两级做好扶贫工作。出台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建立县级领
导包乡、部门包村、干部包户责任制，层层明晰责任，有条
不紊推进。出台《县脱贫攻坚考核办法》和《考核细则》，
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县领导与乡镇(街道)、部门
与乡镇(街道)、帮扶干部与贫困户实行捆绑考核，将脱贫攻
坚成效作为考核乡镇(街道)、部门和帮扶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用好扶贫资金，确保脱贫攻坚“精准滴灌”

_县扶贫办保障扶贫持续投入，按照渠道不变、性质不变、打
捆使用原则，累计整合下达扶贫资金27.5亿元。以130个贫困



村为重点，整合各类扶贫资金着力解决水电路讯等基础瓶颈
制约，全年启动村通畅公路建设400公里，竣工380公里;启动
组通达公路建设420公里，竣工400公里;修建产业路200公里、
村社人行便道120公里。全年完成投资5765万元，实施_河、
铜鼓河等中小河流域治理，除险加固病险水库6座，完工梅江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新建供水点820处，新增解
决28800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其中贫困群众6800人。城乡电网
升级改造完成投资2.36亿元，建成小坝至车田输变线路、南
腰界输变电工程。完成投资1580万元，实现乡镇(街道)4g通
信网络全覆盖、验收的38个贫困村光纤到村。建成39个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278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和240个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覆盖率达到98.4%。
建成10个撤并村卫生室，38个验收贫困村卫生室全覆盖。大
力实施农产品变商品工程，全年新增农业经营主体528家，培
育润兴牧业、琥珀茶油等农产品加工企业38家，开发系列农
特产品200余种，农产品商品化率达57.5%，3800户贫困户实
现创业就业。

四、落实扶贫政策，确保脱贫攻坚“阳光普照”

重点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意见》，
精心编制“10个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大力实施“借款启动-
奖补巩固-信贷提升”产业到户工程，切块财政扶贫资金3500
万元建立贫困户产业到户借款基金，切块财政扶贫资金4000
万元建立扶贫产业到户奖补基金，共发放贷款2791万元，
为85家涉农涉贫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贷款1.35亿元。贫困户发
展起以山羊、中药材、青花椒、油茶、茶叶等产业增收项目，
形成特色效益农业基地100万亩。建成12个乡镇(街道)乡村旅
游景区景点，年接待游客85万人，其中2180户贫困户发展乡
村旅游，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农村电子商务提速推进，建成
网上村庄22个，阿里巴巴农村淘宝_运营中心正式开业，年外
销农特产品1.2亿元，4200户贫困户从中受益。共发放各类教
育补助资金2101.25万元，助学贷款1680.46万元，实现因学
致贫家庭教育扶持全覆盖。建立了重点向贫困户、深度贫困



户倾斜的差异化补助机制，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任务42821
人，其中贫困人口22_8人。筹集资金2491万元，为32377户贫
困农户购买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产业保
险、农房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五大保险”。强化医疗救
助，整合资金2500万元，分“正在治疗”和“因病负债”两
类情况精准统计，给予分类救济。按照“两线合一”要求，
将全县因残、部分因病等缺劳动力的14169人纳入低保兜底，
保障基本生活。

五、吹响攻坚号角，确保脱贫攻坚“纵深推进”

在全县吹响限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引导贫困对象树
立“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理念，激发贫困对象干事创业
的动力，在贫困人口中掀起主动脱贫、争先脱贫的浓厚氛围，
在党员干部中掀起主动参与、争先参与的浓厚氛围。及时研
究制定全县脱贫攻坚总体规划，身定制贫困村、贫困户脱贫
方案，明确脱贫攻坚总任务、总思路、总目标、总举措，分
领域、分区域指导工作推进。围绕“20__年基本完成任
务，20__年打扫战场”的战略部署，紧盯130286人、130个贫
困村越线脱贫基本目标任务，同步开创农村环境大改善、特
色产业大发展、群众生活大保障“三大超越目标”新局面，
面上打好总体战，分线打好阵地战，实施基础设施“四大工
程”、特色产业“四大工程”、公共服务“四大工程”，盯
户打好歼灭战，坚持目标牵引、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点面结
合、坚持整体推进、坚持绿色生态，推进脱贫攻坚向纵深发
展，确保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为20__年全面小康打下坚实基
础。

梁山战役心得体会篇三

_村位于_东南部，幅员14.6平方公里。全村辖6个社，305
户1071人。该村是新一轮精准扶贫特困村，共有建卡贫困
户51户182人，已于_年底整村脱贫。近年来，_村扶贫攻坚工
作稳步推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抓好党建这个“牛鼻子”，盘活扶贫攻坚“一盘棋”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_村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
上级党委部署，强化民主集中制。在扶贫项目规划实施、产
业发展等问题上都做到会前征求意见，集体讨论决定。注重
维护班子团结，发挥群体力量。按时召开支部委员会和党员
大会，注重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调动和激发广大党员
积极性，发动党员在经济发展中带头建功立业，在扶贫攻坚
中带头献计出策。

二、抓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生存条件

两年来，该村先后完成450平方米村办公室阵地建设;拓宽并
即将油化_坪至荆竹三级公路7.5公里，整修社道4.5公里;新
建4口水池共计1600余立方米，同时针对边远户和吊散户在全
村实施“自来水户户通”工程试点，安装管网2万余米，解决
了全村群众吃水难的问题;争取资金300余万元对全村112
户471人实施了高山生态移民搬迁，对18户贫困户房屋进行c
级危房改造;接通通信光缆，实现广播通讯、手机信号和无线
宽带网络的全覆盖。

三、抓好新农村建设和管理，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_年6月开工建设的丘树槽_新农村由政府统一规划，村民联户
自建。新村建设6幢12户农房和村便民服务中心和卫生室，以
及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解决水、电、路、通讯网络等，
总投资达700万元。目前新村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从根本
上改变了全村整体形象，为打造旅游环线上的服务基地和最
美乡村奠定了基础。

四、抓好农村闲置土地流转，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引导村民参与土地流转，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引进奉节
县特色农业公司等企业在该村流转土地1000亩，打造观光农



业园，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引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投
资3000万元，精心打造卡麂坪古村落保护点。在丘树槽新村
和_坪片区发展农家乐15家，加工包装农副产品，促进乡村旅
游产业从吃、住、行向游、购、娱延伸发展。

五、抓好村务公开和社会治理，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

村务公开体现民主，村支两委严格执行公开监督制度，按时
公布党务、政务、财务、事务等，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进
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
纠纷，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便民服务中心作用，设
立便民超市及金融网点，推进办事不出村系统建设，完善服
务制度，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快捷。

梁山战役心得体会篇四

山西省静乐县老干部局城区支部委员 张天柱

深秋的老龙山，远眺层层叠翠，峰峦叠嶂;谷中杨树发黄，柳
叶飘飞;远山近岭，一派秋意盎然景象。一条蜿蜒整洁的水泥
公路延入山谷，袅袅炊烟点缀着宁静的小村。20__年10月11
日上午九时，我和山西静乐县老干部局的扶贫工作队在局长
焦建平、副局长谢丽芳的带领下，钻沟翻岭，不辞辛苦，再
次奔赴位于老龙山脚下的神峪沟乡任家贺村，进行对口蹲点
扶贫。

扶贫结下“鱼水情”

产业帮扶稳脱贫

自20__年以来，按照忻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农村扶贫
开发，干部驻村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及老干系统扶
贫工作的统一安排，静乐老干局认真贯彻“单位包村、干部
到户、一包五年、稳定脱贫”的总要求，积极承担起对神峪



沟乡任家贺村的脱贫攻坚任务。接到任务后，局领导与任家
贺村的“两委班子”积极联系并主动到村进户，详细摸底，
深蹲调研。通过调研，从村89户中筛查出33个精准特贫户，
局里所有人员与贫困户对接包户，进行一对一精准扶
贫，“局村结对奔富路”扶贫模式，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
一致好评。

任家贺村位于老龙山深腹，山高林密、路隘坡陡，可耕地很
少。加上气候寒冷，常年无霜期不足五个月，仅能种植土豆、
谷子、小杂粮等生长期短的耐寒植物。因产量很低，当地百
姓十分贫困。村子大部分人常年外出打工谋生，仅留一些赢
弱劳力和孤寡老人困守山村。老干局承担扶贫任务以来，虽
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紧缺，但是，局领导深知承担脱贫攻坚
的任务很重，局领导经过考虑，按照县里的统一安排，选送
了三名年轻干部担任驻村工作队，由办公室主任李文杰同志
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每人包抓4户贫困户，包村几年来，局领
导不定期深入村里，和工作队一起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深
知要使村里稳定脱贫，还得培养造血功能。因此，经过充分
调查、详细分析论证，为村里勾画出了致富的蓝图，并为村
委会制作党务、村务公开栏，充公调动了广大党员、村民的
积极性，赠送了办公桌椅、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设备，补
齐了联系村办公设施的短板，为村民开展集体活动搭建了平
台。

真情真意扶真贫

汽车慢慢驶出村口，沿着深沟往回返。一路上，大家心情激
奋，他们每个人都在想，这方灵山厚土养育了这么淳朴善良
的百姓，但并未给予他们富足的生活，怎能不令人痛心
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少”，好在党和政府并未遗忘这一方
天地、抛弃这里的百姓。几年来，政府扶贫力度空前，出台了
“产业脱贫、搬迁脱贫、生态脱贫、教育脱贫和社会兜底脱
贫”的“五个一批”脱贫举措。现在，任家贺村已经制定了
很好的脱贫攻坚计划，现正按照县委、政府“百日攻坚决



战”的要求，进行最后的决战。我们坚信，确保如期实现脱
贫摘帽，已经为时不远。

焦部长和老干局扶贫工作队仍在路上……

梁山战役心得体会篇五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布衣

近日，一条名为“云南一扶贫工作者‘骂’贫困户”的内容
在自媒体和朋友圈刷屏看过视频后认为，说“骂”有点过了，
这位扶贫工作者其实是在教育贫困户，她虽然情绪激动，却
说出了一些实在“扶志”的硬道理。

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有多少扶贫干部在这
条路上爬山涉水、前仆后继、日以继夜的前行着;有多少扶贫
干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者这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像黄文秀
一样的扶贫干部，用心用情甚至用生命去完成党和人民交于
的任务，用自己的担当与忠诚去践行一个扶贫干部的初心和
使命。这是有这些真心真情的干部，我们的脱贫攻坚才能取
得如此大的成绩。

据统计数据显示，20__年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
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比上年增
长10.6%……这些斐然的成绩，绝不是靠着歌功颂德唱出来的。
而是有无数像黄文秀，像云南扶贫工作者这样的基层扶贫干
部，敢担当敢作为，敢付出敢较真，才取得这来之不易的成
绩。

20__年8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要开展扶贫扶志行动，提高贫
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对于那些有劳动能力、无脱贫志气的
贫困户，做好思想引导、克服思想惰性是激发内生动力的前



提。只有当贫困人口意识到通过劳动摆脱贫困的可能、尝到
了脱贫致富的甜头，调动扶贫意愿、靠自身努力摆脱长期贫
困才会成为可能。

在一些地区仍有一些贫困户，觉得自己“贫困户”的身份就是
“铁饭碗”，反正干不干都有人送上门，钱没了政府会给，
生病了村组得管，孩子上学没学费政策可以减免……一时间
仿佛觉得“贫困户”就是“通行证”，从此可以“靠着国家
这棵大树”，不劳而获。这样的贫困户从骨子里都是“贫困
的”。如果扶贫干部心存怕贫困户投诉、埋怨的心理，一味
顺从迁就，反而是害了他们，让他们在“贫困的深渊中无法
自拔”。这个时候就需要扶贫干部给他当头一棒，让他清醒
清醒，在思想意识上正确认识和对待扶贫工作。唯有端正意
识，才能走出扶贫的第一步。

先秦《黍离》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
求?”道出了云南扶贫干部的心声。这是因为对自己工作的尽
职尽责，正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对初心的追随，才让
这个扶贫干部如此激动。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这是父
母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焦急，这是对脱贫攻坚任务牢记
在心的着急。如果有更多的扶贫干部能够舍小义而不忘大义，
将个人荣誉放在身后，能够承受“诟病”，能够“横眉冷
对”贫困懒汉，而不是只做和事佬，只走形式过场，那脱贫
攻坚一定能迎来更大的胜利。

扶贫先扶志，然而扶志远比给钱给物更难，他需要扶贫干部
花时间花精力找到贫困户的“死穴”，为他打通这“任督二
脉”，帮他们建立起主动自觉脱贫的意愿，这“难于登青
天”。可，正因为其不易，更要锲而不舍向前冲，知难而退
不是合格的党员干部，唯有“以壮士扼腕”之勇气，以“卧
薪藏胆”之毅力，以“先天下之乐而乐”之情怀，才能攻坚
拔寨。云南扶贫干部，能够在“网络浪潮”中，激流勇进，
不畏不惧，正是体现其真作为敢担当的为民情怀，因为饱含
着多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是心中燃烧的赤子之心，让



她无惧无畏勇敢向前，愿更多基层干部，将这份为民的深情
扎在为民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