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优秀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篇一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关系到几亿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我国，扶贫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仍有很多
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通过最近参与的一次扶贫
活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扶贫故事所蕴含的力量和意义。

第二段：力量的故事

扶贫故事中透露出的力量是无穷的。例如，在一个偏远的山
村，有一位叫李明的孩子，因为家境贫寒，面临辍学的困境。
然而，在村里的帮助下，李明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并成功
考入大学。他的故事激励了整个村庄的孩子们，激发了他们
追求知识的欲望和勇气。扶贫故事的力量在于它能激励和鼓
舞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让他们重新找到希望和动力。

第三段：意义的故事

扶贫故事所蕴含的意义是深远的。例如，在一个贫困的农村，
有一位叫王大爷的农民，在扶贫队的帮助下开始发展养殖业，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王大爷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还帮助了周围的农民们摆脱了贫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扶
贫的意义在于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并改变他们的生活。通
过这些具有意义的故事，我们可以认识到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第四段：困难与挑战



扶贫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
在扶贫过程中，会遇到资源缺乏、技术不足、地理环境复杂
等问题。然而，正是那些坚持不懈的扶贫工作者以及扶贫故
事中的勇士们，才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和挑战，推动扶贫事业
不断取得进展。

第五段：个人反思

通过参与扶贫活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扶贫故事的力量和意
义。扶贫故事不仅能够激发和激励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也
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扶贫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一个普通
人，我意识到我也可以为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
我决定积极参与扶贫工作，为改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尽一
份绵薄之力。

总结：

通过参与扶贫活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扶贫故事的力量和意
义。扶贫故事能够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他们摆脱贫
困并改变生活。尽管扶贫工作面临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
不懈地努力，相信扶贫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一
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为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改变
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让我们共同努力，致
力于实现全面减贫，为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奋斗。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篇二

我叫张素敏，是息烽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也是一名普通
的精准扶贫帮扶干部。在2015年和2019年，我所帮扶的贫困
户先后实现脱贫，在帮扶工作中，我觉得要用心用情用力，
才能让贫困户真脱贫。

我出生在80年代，从小听着父亲讲述我们是如何由解决温饱
走向今天幸福小康生活的故事。父亲是一名中共党员，曾担



任过3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我读书闲暇时间，我就帮助
父亲收集记录一些小水池、提灌站、开挖公路等资料。父亲
也常常教导我，要了解“三农”工作，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
服务。

参加工作后，由于在偏远基层工作，入户走访的时间比较多，
每当看到群众吃洋芋饭、走泥巴路、住危房的画面，心中就
无比愧疚。也是从那时起，我决心要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为他们办实事。

2015年，根据组织安排我帮扶了息烽县青山苗族乡马路岩村
一组李成虎户，在走访中，我发现李成虎年迈劳动力弱，其
妻子身患残疾，仅靠离异的女儿务工维持生活。因缺劳动力
和长期生病，李成虎家境十分艰难，被村里纳入了贫困户进
行帮扶。

鉴于李成虎总体劳动力少，根据他的意愿，我积极争取“一
户一法”养猪项目，帮扶资金2000元。对于该户医疗费用支
出较多的问题，我主动帮其咨询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
政策，协调乡村采取临时医疗救助2000元。2015年，李成虎
实现脱贫。为不返贫，我还结合扶贫工作“一达标两不愁三
保障”相关要求，帮助该户争取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解决住房
问题。2017年，李成虎搬进了息烽县易地扶贫搬迁团圆山小
区。在李成虎女儿婚出后，我还与易地扶贫搬迁团圆小区有
关工作人员对接，帮助该户争取了2人的低保，以解决两老的
生活问题。

2018年，我结对帮扶了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大林村杨柳冲组吕
永种户。吕永种家有6口人，有3人读书，1人患重病脑梗，1
人年迈，只有1个劳动力。根据吕永种的意愿，我争取了“一
户一法”养牛项目，帮扶资金3000元，并帮助流转土地发展
猕猴桃和李子种植。个人出资对3个读书孩子进行教育资金帮
扶，送去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2019年底，吕永种户通过
发展肉牛养殖和就近务工实现了脱贫。



无论帮扶贫困户还是动员群众发展产业脱贫增收，我都尽心
尽力。我在青山苗族乡分管扶贫和农业产业期间，为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我与其他同志常常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开田
坎会，夜晚深入农户家中开坝坝会。乡里农业产业也逐渐从
最初的几百亩慢慢扩展到5000余亩(核桃面积除外)，品种从
核桃扩展到刺梨、猕猴桃、脆红李、黄桃、花椒等。每当看
到产业带动农户增收的数据不断刷新时，我心里就无比欣慰。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篇三

扶贫故事是借助故事这种情境来传递扶贫意义的一种方式，
通过讲述扶贫故事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扶贫工作。本篇文章将
对我阅读扶贫故事的心得体会进行探讨。

第一段： 介绍扶贫故事的意义

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大多数人带来了丰
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但与此同时，仍有一部分人落后穷困。
借助扶贫故事，我们可以加深对贫困及扶贫工作的认知，并
引导人们关注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动员大家加入到扶贫工作
中来。通过讲述扶贫故事，能够传播爱心和战胜贫困的精神。

第二段： 扶贫故事对我的启示

在阅读扶贫故事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帮助他人的乐趣和
意义。扶贫故事让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关注
身边的贫困群体，用真心与爱心去关爱和帮助他们。同时，
在扶贫过程中学习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大家形成合力
才能更好地完成扶贫工作，帮助更多的人。

第三段： 扶贫故事对我思维方式的影响

扶贫故事打开了我的思维方式，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贫
困问题。扶贫故事让我明白，扶贫工作不是一次性的帮助，



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着眼于扶贫过程中需要的持续性和耐
心，我相信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

第四段： 扶贫故事对我态度的具体改变

扶贫故事深深影响了我的态度。阅读故事让我更加关注世界
上困境的群体，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帮助。我
把扶贫故事的教诲带到生活中，经常向家人和朋友分享扶贫
故事的精神，唤起众人的关注和参与。

第五段： 深化与扩展理解

通过阅读扶贫故事，我理解到要解决贫困问题，单纯的资金
投入和物质援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与有效
措施，例如：教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等。除此之外还需
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和社会责任，通过团体合作持之以恒，
持续推动扶贫事业的发展，走出一条现实可行的帮助贫困群
体解决问题的道路。

总之，阅读扶贫故事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和启迪，通过它我们
可以更加深入理解贫困及扶贫相关问题，引起关注，并带动
社会力量的参与。学习扶贫故事所传递出来的精神，相信我
们会越来越坚定地投身到扶贫事业中，并为贫困点滴的改善，
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篇四

中国梦，是近14亿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步入小康社会，是2020
年完成的目标任务。在大山深处还有百姓挣扎在温饱线上、
在城市街头还有市民等待政府兜底救济，这样的梦就缺了一
个口子，这样的任务不算完成。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党员、干部要紧紧的拉着贫困户的手，带领着他们，走出困
境。



对贫困的群众，我们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很多的基
层干部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更加增强我们抓好扶贫攻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用心扶
贫的必要条件。在一家一户的走访过程中，太多的卧榻病床
的老人、太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太多渴望走出困境的村里人，
这些更加的驱使我们用心去帮扶他们。

扶贫攻坚对各村都有任务、有指标，还要纳入最终的年终考
核。如果仅仅把扶贫当作任务，为驻村而驻村，敷衍了事的
填写扶贫手册;为入户而入户，表示我来过、我见过，然后纸
上谈兵，这些被动的扶贫、被动的工作，没有一丝的责任感，
如何能够用心。在奋斗在一线上的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怀
着对弱势群里的关爱、对困难群众的同情，坚持行善向善的
信念，变任务为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充满激情、充满爱心
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扶贫攻坚战中。

用新扶贫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
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
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
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自我标榜道
德高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断的反驳群众的意见。

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把贫困群众当作亲友，倾听他们的诉
求和想法，设身处地的谋划、实事求是的规划，维护他们的
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以白
塔畈镇项冲村为例，镇村两级干部白天走访入户，在田间地
头、山场茶园等处与贫困户交流，结合实际，与帮扶结对的
万盛集团制定养鹅计划、发展光伏扶贫、通过村里种养殖大
户带动群众、与石料厂签订协议雇佣具有劳动能的贫困户等
切实可行地措施帮扶贫困群众，同时以大病救助、民政救助、
雨露计划等方式帮助生病的群众和学生渡过难关，让贫困户
对生活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去面对现在的问题，加大智与



志的帮扶力度，永久脱贫、直奔小康才不会是一句空话，不
是遥不可及的愿望。

扶贫故事阅读感悟篇五

2012年以来，山东连续从省直单位选派4轮、3342名党员干部，
带动全省各级选派5万多名党员干部，到扶贫工作重点村、党
组织软弱涣散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担任第一书记。这里
讲述的，是几位第三轮省派第一书记的故事。

一眼井

进屋前，李清明使劲跺脚。春来天暖，昨夜漫天鹅毛，今天
雪踪无影，留下一地泥泞，清明满鞋盔甲。

“来了?”屋里七八个人，高高低低，跷腿坐着，看不清面孔，
正吞云吐雾。清明不知谁问，盲应道：“来了。”

“李书记坐。”张付印搓手，“这些是村两委成员。屋里乱，
将就点。”他是蔡口村支书。菏泽市曹县毗邻兰考。在庄寨
镇，蔡口基础最差。

赶了半天路，清明嗓子发干，桌上没杯没水，倒积了层厚灰。
旧沙发空着，难辨颜色。清明刚落座，“吱嘎”，臀下热烈
欢迎。

正寒暄，一女两男，抄手缩脖，在门口探头探脑。女的打头：
“第一书记来啦?欢迎欢迎!”清明是省农业农村厅副处长，
第一天上任。

“进来坐!”清明起身招呼。“不坐了，站着就行。”女的倚
门而立，捏了把鼻涕，往门框一抹，“书记，俺们啥时喝上
水啊?”



清明一愣，问张付印：“停水了?”张付印干咳一声：“村里
欠镇自来水公司水费，钱凑不齐。”清明急了：“赶紧凑钱
啊。没水，日子咋过?”张付印咧咧嘴：“不好凑哩，俺垫了
好几万!”

两委们七嘴八舌：唉!隔三岔五就停水。如果有人拎桶出村，
准是去邻村借水。水压也不够，夏天像条线，得半夜储水，
太阳能成了摆设。

“为啥?”清明问。

张付印念起苦经：“赖账户说，水是天上落的，交啥钱!原先
交费的，见别人赖账，也不交了。镇自来水公司说，俺是企
业，得吃饭，你不交费，俺就停水。村子太偏，是供水末梢，
加上水管跑冒滴漏，水压就低了。”

清明挠挠头说：“你再垫一次，先度过这关。”张付印嗯了
一声，面如苦瓜。

钱刚交上，水就来了，可问题没解决。清明思忖：都说新官
上任三把火，看来，这第一把火，得先烧水了。

清明频频跑县里，争取来30万元，乃省拨专项资金，想改造
管网。一盘算，主管道5公里，次管道15公里，全村上千
户、4000多口，这点胡椒面撒不匀。他同班子商量，还是打
口井划算。

仨月后，井打好了，500米深。经检测，井水符合饮用标准，
煮粥香、泡茶甜。水压足足的，太阳能派上用场了，不再有
人出村借水了。

清明心里甜滋滋的，烧起第二把火：换智能水表，解决收费
难。以前是机械表，先用水，后交费，给赖账的钻了空子。
清明想，与其磨破嘴，不如让表管，先刷卡，后用水。这活，



如果雇人干，连本带工，户均七八百。清明打听到水表厂，
上门采购，村干部义务安装，每户不到200元。

趁着火旺，清明再烧第三把：招聘管理员。条件诱人：水费
归他。但有前提三项：还清自来水公司旧账，负责维护管网，
预交5万元保证金。

竞标开始了。三条汉子手捧5万元，雄赳赳登场。清明一看，
一户住村中，一户住村东，一户住村西，都姓张。清明宣布：
保证金6万!“俺拿!”三人齐声。清明持续叫价，涨到9万时，
三人相持不下。村中张朝村西张瞪眼：如果你中标，俺也不
让你好好干!

清明已无退路，心一横，拍桌朗声：10万!现场寂静，无人接
茬。清明同班子合计后，降了条件：9万!

“俺拿!”村东张抢话，另两张沉默。村东张拨开人群，半支
烟工夫，挤进来，“咚”，4万元重重搁下。清明长吁一口气。

第四把火，还是烧水：让井生财。村里有个旧窑场，已废弃
多年。村西张经营瓶装水，清明动员他办扶贫车间，生产瓶
装水，安排贫困户就业，年交村集体8万元，作为扶贫基金。

接连四把火，热了蔡口村的水，也暖了村民的心。

一座房

乍见这房子，王新利倒吸口凉气。三间配房，四周墙仅剩墙
根，四根柱勉强支撑，凉亭似的，一阵风能刮倒。

新利是军转干部、省高院主任科员，今天刚到双堰新村，让
村支书高礼明领着，挨家走访。在滨州市惠民县大年陈镇，
农家无论多寒碜，院墙门得气派。瞧这户，墙门两层楼高，
飞檐彩绘，红瓷砖贴面，红铁门把守，王府似的。一转眼，



咦?旁边这户，墙门低矮，败草参差，门檐残缺，剩三根木棍，
如豁嘴老叟。

高礼明咬耳：“一个全村最好，一个全村最孬。”扯扯新利
袖子，欲绕过去。新利不依，径直走进。

屋里出来个老汉，面皱背曲。高礼明说，他叫高守富，92岁，
儿子高洪宗在外打工，儿媳头年病故，平时就老汉在。高老
汉目光警觉，高礼明讪笑着，拽新利出门。

摸完村底，新利召集两委，说：“高守富配房这么破，咋不
修呢?万一倒塌，人命关天!”

高礼明叹口气：“他和邻居高敬群家，结怨近百年，延续三
代人。这个结太深，俺们解不开呀!”

原来，两户同宗，毗居上百年，后为宅基地翻脸。高老汉年
轻时风光，老来困顿;高敬群当过乡干部，日子红火，儿孙绕
膝。有一年，高敬群翻建配房院墙，墙门高出一大截，飞檐
水滴在隔壁院墙。高老汉觉得吃亏，儿子更急红眼。这天，
高敬群次子高宗玉在屋顶施工。高洪宗蹿上屋顶，一把抱住
高宗玉，双双摔下，高宗玉腿残致瘸。为此，两家打起官司，
调解后，高洪宗恨意难消，整日斜眼瞪睛，还腰藏尖刀。

新利沉吟良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让两家握
手言和不易，但咱不能绕着走。问题主要在高洪宗，他们家
境困难，咱要多多关心，哪怕是块石头，也要把它焐热!”

从此，新利成高老汉家常客，前后登门20多趟。每次进高家，
新利都要围着配房转，心想，配房是高家心病，要想感化父
子，得从配房入手。建房得有钱，省高院调研后，拨款支持。
他又找高敬群，让其放弃宅基地索求。高敬群本是明白人，
只是心里怄气，才不肯让步，这些年身心疲惫，经新利一说，
爽快答应。



邻居让步、公家盖房?高家父子直掏耳朵，以为听错了，高洪
宗急急返家。村里人惊讶地发现，他脸上居然有笑容!

两家墙门直角相抵，一出门就顶头。新利建议，墙门改向朝
南，两家墙门并排;配房墙基缩半米，两家间留条小弄，避开
隔壁墙门飞檐滴水。这回，高家父子脖不梗了，新利说啥应
啥。

去年底，配房落成，共三间，玻璃门窗，水泥地面。院墙和
墙门一色红砖，内抹水泥，外漆白灰。

这以后，高老汉腰直溜、腿灵便了，高洪宗也长脸变圆、圆
眼变细了。腰里的尖刀?早没喽!

一段路

地上一堆烟头，烟盒已瘪壳，自己口干舌燥，王玉利仍无动
于衷。奚楚窝了一肚火，瞅着那张冷脸，恨不得擂一拳，但
心下想：自己是第一书记，一定要沉住气。他是鲁商集团派
出的。

临沂市临沭县石门镇紧挨江苏东海。上任后，奚楚五访五问，
才知捧了烫手山芋。王岔河村有4个自然村：东岔河、西岔河、
花园、小寺，仅剩4名村官，数名党员挨处分。

花园、东岔河、西岔河之间，道窄路颠，车子难行。奚楚费
尽周折，申请资金，拓宽村间道路，已修到西岔河地界，只
剩527米，就可接通主道，却被王玉利搅局，非说占了他地，
几次拦在施工车前，死活不肯让。受他唆使，两个同宗兄弟
跟着起哄，也说地被占了。

王玉利的地被占了吗?奚楚底儿摸得透：没有!王岔河的地，
地头外，大多有排水沟，两三米宽，是集体的，沟外侧是路。
一些村民贪便宜，悄悄往排水沟填土，日积月累，填满排水



沟，再种上庄稼，堂而皇之占为己有。村班子软弱，没人管。
王玉利所谓的地，其实就是排水沟，是集体的。

这段路，涉及27户，修路征用排水沟，别人没吭声，唯王玉
利兄弟仨，为拿补偿，胡搅蛮缠。在奚楚主持下，村班子达
成共识：过分要求一概不给!

奚楚找到王玉利，边递烟，边说理。王玉利烟照接，口不松，
两人不欢而散。奚楚较起真来，领着村干部现场丈量，结果
不言而喻。王玉利恼了，撒泼骂街。奚楚压住怒火，内心告
诫：工作要耐心，阵脚不能乱。

过些天，奚楚买来油、米、蛋、奶，拎到王玉利家。王玉利
睃一眼礼物，让座上茶。一提修路，立马翻脸。奚楚苦口婆
心：“且不论地是集体的，即使是你的地，征用也是为了大
伙……”

王玉利粗暴打断：“关俺啥事，俺又不走!”油盐不进，奚楚
没辙了。

听说奚楚屡遭刁难，花园和东岔河小伙不干了，相约来到西
岔河，敲开王玉利家门，怒目而视：“听说你不让修路?
咹?!”一见这阵势，王玉利腿就软了，赔着笑脸：“哪能，
哪能呢!”

三只拦路虎，就这么被搬开了。奚楚路遇王玉利，抿着嘴乐。
王玉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折腾半年，路终于修通，从两
三米扩到5米。奚楚一鼓作气，又打通几条断头路，修了环村
路，村民赞其“环城高速”。

王岔河村种蓝莓，有300亩。过去，每逢采摘季，路窄难进车，
客商不愿来。路通后，蓝莓很抢手，村民们比着种，面积扩
到1500亩。



王玉利更便利，车子径直到田头。有人逗他：这路走着咋样
啊?他脸一红：“当初，要是修成6米宽，就更好了。”

一排树

初春之晨，空气中有股甜味。许元推开房门，深吸一口，绕
过越野车，去开院门。许元是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刚到孙
李社区任职。社区属于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寺镇，下辖两个建
制村。他住在南小李庄村，院子宽敞，可停车。今早，他要
去县城开会。

打开铁门，许元朝胡同瞅了一眼。胡同南北向，对面是幢旧
宅，锁着门。因旧宅往里缩了一截，胡同形成葫芦肚，十来
米长。许元的车身长，调头不方便，有了这个肚，可以轻松
倒进院里。

许元转身进院，脚刚踩上车踏板，忽觉得胡同有些异样。折
回门口发现：葫芦肚中央，立着一排树!确切地说，是一排小
树枝，共七八株，小拇指般粗细，近两米高。

许元顾不上细想，将车子开出院门。这时，才发现小树霸道：
本来宽敞的葫芦肚，被一分为二，拐角几乎成直角。只好下
车，叫来几个邻居帮忙，一步三刹，把车挪出葫芦肚。

深夜，许元回到房间，摊开工作日记，回放夜访镜头——

村民甲：这排树，准是老支书李云功种的。他落选村支书，
肚里有气。

村民乙：那个旧宅子?老支书的。他为啥不住?建新宅子了呗，
就在河西。

村民丙：当支书时，李云功把自家地调到河西，建宅子，挖
鱼池。那儿靠近大屯水库泵站，听说要扩建，哪家地挨着了，



就给补偿哩。

第二天，有人看到，许元出村往河西去了。

围着树，天天都有新脚印。有人耳语，它不会活过明天。有
人断言，它肯定会引爆啥。

可是奇怪，一天，两天，三天;一月，俩月，仨月……小树非
但没挪走，还越长越直溜，越长越水灵。只是越野车再没进
过胡同，要么在路上跑，要么停在村外。村里也风平浪静，
没见谁跳脚比嗓门。

不过，党员很快与众不同：墙门钉上大红牌匾，写着“共产
党员户”;胸前别着金色徽章，上有镰刀锤头;手拿铁锨扫帚，
打扫卫生。村子也在变：土路铺上水泥了，村道安上路灯了。

有人发现，队伍里，有了老支书影子，脸也慢慢起变化：嘴
角先是耷拉着，后来翘起来，再后来露出牙齿。偶尔还能听
到笑声。

节日慰问的对象，也在变。除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外，多了
老党员、老复退军人，李云功也在列。有人提意见，哪有慰
问老支书的?不过，说归说，每次都缺不了李云功。只有会计
知道，老支书那份，是许元垫的。

转眼，社区“一部四会”选举出炉。监事会的负责人，就是
李云功。几个村民看到红榜后，特意跑到胡同里。咦?那排小
树还在!

冬天来了，树叶凋零了，小树又成了树枝，风来时没再招摇。

一天早晨，有好事者瞥见，老支书扛着锄头，直奔葫芦肚，
在地上刨啥。过了会儿，许元开门迎出，同老支书拉扯，似
乎还争执。好事者敲开邻家门，说有人干架了，咱们快去拉!



待回到胡同口，哪有人影!好事者趋步向前：怪了，那排树一
株没少。只有一株，挪动了一两米，拐角不再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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