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先进讲话心得体会 先进事迹心得
体会(模板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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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一

高德荣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报
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看望
报告团成员，向高德荣表示亲切慰问，对学习宣传高德荣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提出要求。

雷锋在日记中说：“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
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
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高德荣就是这样的
一滴水、一线阳光、一颗粮食、一颗螺丝钉。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一些人眼里，高德荣并没有干
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扎根基层、心系群众，长期
坚守在条件艰苦的独龙江畔，主动返乡扎根独龙江，全身心
致力于家乡建设发展，一心扑在群众脱贫致富上。这种“舍
小我顾大我，弃小家顾大家”的思想境界，的确感人至深。

高德荣曾任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身为一个厅
级干部，他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最珍爱独龙江的山山水水、
喜欢穿一件“独龙族褂褂”、出行总是带着“n件宝”、经常
住在老乡家里、三十多年几乎顾不上家……试看今日的官场，
像高德荣这样无官气、“接地气“的官员还有多少?“一心为



民的好县长”，高德荣当之无愧。

“见贤思齐焉”，弘扬高德荣精神、争做“四有”好干部，
党员干部不仅要内化于心、更要践之以行。既要保持政治定
力、坚守法律制度的底线，把清廉作为立身之魂，又要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既要守纪律、
讲规矩，学会为欲望设定底线，又要为官有为，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用实干苦干惠及群众。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怎样学习焦裕禄、
杨善洲、王瑛、任长霞、高德荣的公仆精神、走好为政之路，
值得每一个党员干部深思。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二

了解了最美乡村教师林声进的先进事迹后，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他那一心只为教育只为学生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
震撼着我，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林声进老师集村级寄宿制小学的教师、校长、寄宿生管理员、
保安员、炊事员于一身，可你万万猜不到他今年已经60岁了。
他是80年代初的师范生，多才多艺，36年如一日坚守农村教
学。家住山村的学生，放学须经过一条小溪，每逢下雨水位
上涨，他都要亲自护送学生到家。中午，他看护学生午睡；
晚上，他辅导学生功课；深夜，他遍查校内门锁，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孩子发烧了，牙疼了，他亲自带进城治疗。双休
日，他将无人托管的留守孩子随身带回家。他像慈祥的爷爷
关爱儿孙般地照顾着每一位学生，对亲人却亏欠了很多：因
为工作，亲人病逝未能到场；因为工作，女儿剖腹产子仅通
个电话……他的无私奉献，他的默默坚守，让他成为了学生
口中的好老师，同事眼中的好榜样，深受学生家长们的喜爱。
如今临近退休，他依然担任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和四年级
的班主任工作，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爷爷老师”。



我也是一名教师，我们的教学环境和林老师的差距这么大，
可他却用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态度和一种坚守，默默
奉献着。在以后的教育职业生涯中，我虽然不能像林声进老
师那么伟大，但我可以树立正确荣辱观，努力增强“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教书育人”的教师使命感，不断强化自己作
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心。

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在今后工作中首先应该以优秀教师为
榜样，学习他们献身教育，甘为人梯的崇高境界。学习他们
以德立教、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真
正热爱教育事业，以教育为快乐，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扎
扎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全部的爱献给教育事业，
献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们。

要教给孩子一滴水那么多知识，教师就要具有一桶水那么多
的知识。所以，白天，我们不仅在学校上课，批改作业，处
理一些班务，搞教研活动，还要抓紧业余时间外出听课学习，
晚上回家还得备课，看书学习，查阅资料等，享受工作之余
的悠闲的时候，我们还在为明天的的上课做准备，还在为某
个学生的个体行为伤脑筋。是呀，可当我们看到学生的一丁
点进步时，自己课堂教学闪现出一丁点火花时，工作得到同
事、领导的肯定时，那种兴奋与激动是难以言表的，觉得所
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记忆力
和精力最黄金的时期却是有限的，现在的我倍感岁月的不饶
人，眼看人生的黄金时间匆匆从脚下流过，如果还不努力学
习，不为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积淀下一些经验的话，可能确
实就要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现在辛苦点，累点，虽然会
失去一些娱乐时间，但我会得到一笔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
就是解惑授业的经验。天道酬勤，我相信只要辛勤耕耘就会
收获丰硕的'成果，哪怕一颗青涩的小果，我也要为之努力奋
斗，心里也觉得很甜。

“对待别人的孩子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都应该
学会换位思考，当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教自己的孩子时，就一



定得怎么教别人的孩子。我们要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真诚的
爱他们，用积极的情感去感染他们，扣击他们的心扉，激起
他们感情的波澜，这是一种责任。作为教师，我们要用自己
的爱心、细心和关心，让孩子真正能健康快乐地成长，那才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决心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他的责任心充分体现了对学
生尽心、对工作尽职、对社会尽责的态度，以满腔的热情全
身心的投入工作，踏踏实实的做事，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三

7月27日下午，**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山西卫视播放的
《彭云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从报告团成员薛拉格作题为
《我心中的彭云》，报告团成员徐晓圆作题为《怀念战友》，
报告团成员宋贵作题为《口子梁人心中永不干涸的"蓄水
池"》，特约记者作题为《让村民无限思念的当家人》，报告
团成员彭丽丽作题为《爸爸，我的好榜样》的报告中，我们
知道了：彭云同志任**市**县下喇叭乡口子梁村党支部书
记22年，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山村，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22
年来，彭云用责任温暖着小村百姓，用深情感染着一方土地，
用无私挺起了大山的脊梁，用行动践行了一名农村共产党员
的无私和忠诚。他是小村永远的村魂，他心碑上镌刻的是为
民服务的一片深情！xx年12月5日，因高血压加上工作劳累导
致脑出血，不幸去世，年仅51岁。

报告团成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情讲述了彭云同志短暂而永
恒、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舍小家顾大家，数十年为民解忧
愁，一身正气系群众，百姓冷暖挂在心间的事迹感人至深，
精神催人奋进。一个鞠躬尽瘁的优秀基层干部的形象，油然
升起在大家心中。

报告会开始后，人们就被彭云同志的事迹紧紧地吸引住了，



仿佛被报告团五位成员的生动感人、声泪俱下的报告带到彭
云生前先进事迹的点点滴滴里而久久不能自拔。

一是彭云同志的先进事迹使收看报告会的人深受感动，大家
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党员干部而痛心和惋惜。

二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理想观念和生活目标有了
很大的改变，用比较书面的说法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有了质的改变。为人民服务，成了一种过时的思想，
甚至很多时候成为被人讥笑的老土的思想。可是，就在这样
的环境里，彭云同志以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我们上了
很有教育意义的一课。彭云的事迹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
都掉到了物质与享受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为人民服务做为
过时的思想扔得远远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人生的理想和做
人做事的目标都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

三是一致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向彭云同志学习，
学习他"为了一村富，甘愿一家穷"的奉献精神，学习他把干
事创业作为人生不懈追求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把为人民服务
当作人生最高理想的无私精神，学习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
人生的旅途中总是让自己经风雨而让别人见彩虹的崇高精神。
彭云同志的事迹报告会，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激励我们广
大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奋发有为，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
之所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业绩来。

彭云走了，但依然留在他工作生活过的土地上的群众不会忘
记他，他的精神感动着无数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他的一生，
虽然短暂，但很有价值。

祝愿他一路走好！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四

学习杨善洲老书记增强了自己的党性，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水



平。杨善洲老书记一生爱国爱党，无私奉献，事迹感人。

1988年4月，杨善洲同志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
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大亮山艰苦创业，
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建成了面积八万亩、价值一
亿多元，完全成材后价值可达3亿元的林场，并将林场无偿移
交国家。

位于施甸县城西北边，距县城60多公里的大亮山，平均海
拔2600多米。在这里你看不到一点树木的影子，只有一望无
际的荒凉和空旷。杨善洲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林场实现他的
绿色的梦想？一个曾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深情地回忆说，
杨善洲在施甸县当县委书记时曾徒步在大亮山走了20多天，
大亮山的荒凉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个地方只
有栽树，不然永远也富不起来。退休前他两次到大亮山实地
考察，当地农民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
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要在这片辽阔而荒凉
的高原上，用他60岁以后的生命建立一个5万亩的绿色王国。

在杨善洲近40年的工作中，他一直两袖清风，勤廉履职，忘
我工作，一心为民。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创先争优精
神实质。“创先”在于他该安享晚年之时，毅然选择无私奉
献国家；“争优”在于他扎根基层始终默默无闻地坚持着自
己的信念。如果说将党的政策路线认真贯彻视为尽职，那么
将当前的创先争优活动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就是一种优秀
员的本质体现，显然杨善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做实事
固然可喜，但能否将实事一做到底，并且甘愿选择默默无闻
地奉献自己的余热，则是一名优秀党员干部的“验金石”，
所以坚持恒久是创先争优活动的最终目的。每个领导干部都
有退休离岗的时候，只有随时抱有杨善洲同志的那种坚定信
念，创先争优活动的本质传承下去，有理由相信社会将会更
加和谐富强，因为大家无形中把创先争优这个活动载体，作
为自己勤廉履职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我通过认真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之后，我觉得我们每
一位新党员、老党员都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学习：

学习杨善洲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树立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的理念，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始终对党的事
业无限忠诚，以坚定的信念展示员的风采。杨善洲同志担任
保山地、县主要领导长达三十余年，但从未为妻子孩子捞上
一册“农转非”的户口本，没有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
他常对家里人说：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
行。他把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政府，县里要奖
励他10万元，他坚决不要；市委、市政府奖励他20万元，他
又把大部分作为捐资助学等捐献了出去。向杨善洲同志学习，
就是要像他那样，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图名、不求利、不
谋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一尘不染，坚持以德立身、
以公处事、以廉树威，永葆人的浩然正气。

杨善洲同志穿着朴素的服装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仍以普通群
众的心态往来其间，以赤诚之心对待群众。向杨善洲同志学
习，就要像他那样，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一团火的激情，
脚踏实地，扑下身子，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要求的
业绩。

盛年时期，他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忘我工作；年事已高仍
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后把植树造林作为为党为人民
服务的又一新起点。出于对他几十年卓著成绩的褒奖和关心，
省委曾让他到昆明居住，并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但他婉言
谢绝，把“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一
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向杨善洲同志学习，就要像他那样，永
葆锲而不舍的精神，活到老学到老、拼搏到老、奉献到老，
把毕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总之，学习杨善洲精神就是要始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并
自重、自醒、自觉、自励，实实处处严格约束自己，正确对
待个人得失，不计名利，不图虚名。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五

脱贫攻坚既是他们的工作，也是党和国家赋予他们的神圣使
命，他们不畏艰难险阻，面对贫困落后他们迎难而上，面对
自然灾害他们勇往直前，不论什么样的困难他们始终坚持在
脱贫攻坚的一线工作，通过翻阅张小娟的事迹，可以看得出
张小娟是有大爱的人，作为共产党员她时刻发挥党员模范先
锋带头作用，对于工作认真负责，始终记得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需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这是共产党的榜样，是广大党
员群众学习的模范。

英雄已逝，即使人民对张小娟有多么的不舍，她再也不会回
来了，可是她的精神会一直传承下去，不光在舟曲县，她的
精神在全国都会继续传承下去，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也
不会忘记，曾经有一群这样优秀的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
国家的富强，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永垂不
朽。

年轻的生命，停格在了最美的年华。他们的初衷是认为改变
家乡的贫困面貌会有很多事可做。源于对家乡的热爱、对理
想的追求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投身民族地区的建设，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20__年6月开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千万不能在一
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我们必
须时刻牢记入党誓言，不忘入党初心，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
心上。

脱贫攻坚一直在路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
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__年所有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正是因为无数的革命同志保持初心，保持热情，时刻把人民
群众放在心上，燃烧自己的生命，才换来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民的安居乐业。

先进讲话心得体会篇六

上大学期间，张小娟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她热衷社团活动，
尤其是务实、扎根基层的服务型社团。大二暑假，小娟跟着
社团的师哥师姐到偏远山区支教，支教点没有水、没有电，
连脸都洗不了，更不用说洗澡。“回来听她讲在那里的经历，
有苦有泪却始终没有抱怨，我想如果有机会她仍然会选择去
第二次、第三次……”张小娟的同学付丽园回忆道。

20__年，由蒙曼老师带队，师生一行赴湘西凤凰县开展田野
调查，了解当地的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等部门经济状况。
蒙曼告诉记者，在这期间，她看到了张小娟的另一个侧面：
爱美。

“田野调查其实是个释放天性的过程。和课堂上的沉静不同，
田野状态下的小娟很爱笑，对什么都满意，我想，这该是一
个容易获得幸福的姑娘吧。”蒙曼回忆说。

在调研回京前的一个傍晚，师生走进当地古城的一家蜡染店，
准备做件印花布，为此行留念。大家从店主给的纹样里选了
半天，不知道要画什么，张小娟却扔掉纹样，挥笔画下一个
类似汉代画像砖的图样，中间有个侍女一般的人物。张新宇
好奇地看着她，张小娟得意地说：“图案早就在脑子里了，
只是找个契机画出来而已。”



蒙曼对记者说，张小娟时时刻刻都能看出好的地方、美的地
方，身上有一股文艺青年的气息，她对美是有追求的。“她
爱美，所以希望全世界都美。”

张小娟的同学几乎都遭受过她对家乡的“宣传轰炸”。很多
同学都是通过她知道了甘南州，知道了舟曲县。每每谈起家
乡，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说成片的花儿很美，总说欢迎大家
去做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有个美丽的地方叫舟曲，有
片纯净的土地叫甘南，至今心向往之。”张小娟的同学刘晓
杰说。

“小娟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我理所当然地认为，
她就融入了这座城市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直到10月9日晚上，
同时知道了她回乡、扶贫、殉职的三重信息。”蒙曼告诉记
者。

大学毕业后，一直牵动张小娟内心的，是不能割舍的乡情。
毕业前夕，章毅君老师曾和张小娟谈到毕业后的去向，张小
娟说自己想回家乡，认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会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而家人则希望她能够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平时爱笑
的她看上去很认真，一时难以选择。“孝顺、懂事的小娟先
在北京工作了一年，但是对家乡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使她
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投身民族地区的建设，在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了感人至深的篇章。”

20__年，张小娟回到了家乡。工作10年来，张小娟先后在立
节镇、县政府办、曲瓦乡任职，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与群
众直接接触的一线岗位。张小娟一年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
奔赴各个贫困村，大部分周末时间都用于加班。她成了全县
扶贫工作的移动数据库，同时也是各乡镇、各部门24小时在
线的业务联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