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袁隆平
人物事迹心得体会感悟(大全9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
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土生土长
的世界级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创始人，世界上
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曾成功选育了第一个在生
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化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
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为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
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外，他还先后荣获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等多次国际奖励。

他培育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确保了我国以仅占
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每年增产的稻谷相当于
每年解决6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有人说，袁隆平院士是一座
精神富矿，怎么挖掘都有收获，他还是一个多面体，每个侧
面都值得大家学习。是啊，如今，全国人民都在向袁隆平学
习，学习他为国为民为事业不畏艰难、勇于付出的献身精神，
学习他勇于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因循守旧、不断探索
的创新精神，学习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精
神，学习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学
习他谦逊淳朴的人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精神不是随
便说说的，翻开那本中国感动世界，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立
体真切的展现在脑海里的，就是真实的袁隆平。 袁隆平早在
考大学之前，他就立志做一个农业科学家，西南农学院正是
我们这位现今的农业科学家的诞生之地。也许是童年及青少



年时期经历的战火与生活的艰辛让他能够立下这样的志向吧。
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有心怀大志，目标坚定的人，才会不
畏惧苦，不害怕难！在20世纪60年代，在那饥荒的年代里，
袁隆平目睹了那些惨痛的一幕幕，那一段凝固的历史成为袁
隆平前进道路上的动力。从此，他立志使我国农民摆脱贫困，
立志向饥饿挑战。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说袁隆平在青年
时期就知道了，这也成就他一生的大业，更造福了亿万的人
民。

质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汗霜满衣，皮肤黝黑，真像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泥腿子’的人，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人格的光
芒。

七十几岁高龄的袁老，他会告诉你：日思夜梦的东西变成现
实是最高兴的事。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
济学家布朗博士提出的质疑。袁隆平的头脑中始终装着一个
坚定的答案：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袁老还会告诉你他
衷心希望杂交水稻这一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中国依靠自己力
量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将为全人类战胜饥饿做出
更大的贡献。在袁隆平的带领下，通过大家努力，杂交水稻
目前已在越南、印度大面积种植，增产十分明显；在菲律宾、
巴基斯坦等国的开发工作进展也很顺利。

袁隆平的一生，始终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安逸，
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的要求。他对“见利而拼命，干事而惜
身”的人很反感，很厌恶。他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有些
人连人格也不要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袁隆平现在一定很高兴，因为他自青年时期的理想到现在的
目标，不论多苦多难，都已经成为了现实！看完全部的袁隆
平传，我们知道他的高兴，不是因为身上的各种光环，而是
因为他给了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梦。



学习袁隆平精神，就要作一个有价值的人！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初夏小满，雨水纷纷，在这样一个阴郁的日子里我们送别了
敬爱的袁隆平院士。芙蓉路上人头攒动，一声一声“袁爷爷，
一路走好”，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
光阴流转，英雄们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从未改变，人们对于
英雄的致敬和爱戴也从未改变。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
之父”。他终其一生，专注田畴，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为
稻粱谋，为民生计，袁老无愧侠之大者、国之仁士。

袁爷爷在稻田里穿梭的背影，就是世间最美的风景。“袁隆
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这是中国科技评奖委员会的评价。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是农民朋友的赞
誉。他常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
去试验田的路上”。新中国成立_周年之际，袁隆平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在获得国家最高荣誉的第二天，他照常
下地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他拿着水稻
说：“花开得好好”。成就与尊荣的背后，恰是脚踏实地的
奋斗、敢为人先的创新、鞠躬尽瘁的坚守。直到今年年初，
年逾九十的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袁
老常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了实现梦想，袁老和科学家们一直在
努力，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美国一位学者说，袁隆平
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
界”。袁老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用赤子之
心书写中国人胸有人民、心怀天下的情怀。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各国



水稻科研工作者心中的“圣地”。这里的创始人袁隆平，把
人生视为一盘下不完的棋，并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河卒子，
拼命前进，永不后退”。袁隆平将一生献给了老百姓的“饭
碗”。如今，他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方，却将粮食的种
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

作为当代中学生，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
化悲痛为力量，发扬袁隆平精神，抓住青春大好时机，坚定
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努力学习，练就本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奋战在水利战线的一员，我发自内心地赞扬袁隆平院士，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努力地学习袁隆平院士的高尚情
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为自己的信仰，脚踏实
地，造福人民.

首先，要学习袁隆平院士为国、为民、为事业不畏艰难，勇
于付出的精神.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
常说:“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不爱
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就不能成为科学家.”作为一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党员，身处教学科研第一线，我应该把个
人的理想同院系学校及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统一起来，把
自己的人生追求同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牢固
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和永远跟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并立身本职，从教学做精、科
研做强、专业做大着眼一步一个脚印.

其次要学习袁隆平院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
精神.袁隆平院士认为:“成功的要决在于知识、汗水、灵感、
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但
袁隆平院士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
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于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研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他为我们这代
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诚信立人，学一生，爱一行，钻一行，遇到困难不
退缩，遇到挫折不屈服，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百折不挠，锲
而不舍.并弘扬时代精神，乐于服务，甘于奉献，振兴高等教
育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再次要学习袁隆平院士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
作精神.自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起，袁隆平院士都是从大处着眼，
从难处着手，从全局着想，所以每次课题的启动总能带动不
同地区和单位的合作攻关.20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
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
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得后续的配套研究得以很快
实现.从这点上，我想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和金融教研室主任更
应该需具备这种精神，团结同志，倾听大家的呼声，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的预见性.要做到“雪中送炭”而
非“雨后送伞”，去做一名合格的服务员，围绕专业和院系
全局决策，统一认识，理顺关系，全力以赴把及教学科研培
养工作办成、办好、办到位.努力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以树科大
高知形象.

最后还要学习袁隆平院士良好的人品、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他谦逊豁达，不以权威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他
热爱生活，健康乐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优秀知
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人类的宏大报负、自强不息、勇攀高
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淡泊名利、
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

袁隆平院士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深深地激励了我，作为大学
教师我们的收入不算丰厚，但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却是极为
崇高的，我要尽自己全力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可以说，袁
隆平院士的这种精神不仅鼓舞了我们，更净化了我们每一个
人的心灵.作为水利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好地贯彻县委、
局党委的各项安排布置，积极努力工作.从各方面以袁隆平院



士的先进事迹为榜样和标准来不断督促并提高自己，以争取
更大的进步.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前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共有两位伟人离
开了这个世界，其中一位便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
天下午，刚刚看到辟谣袁爷爷去世的信息，没过多久，又看
见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惊讶，第二反应便是难过。

感谢袁爷爷来到这个人间，为中国做出了伟大的壮举。其实，
我也简单看了一些悼念袁爷爷的文章，也十分有感触。今天
上午，谢老师让我们看了一个时长二十分钟的记录片，袁老
的一生奉献给了水稻，在九十岁的高龄，他还不忘看水稻有
关的书籍，由于年纪高，眼睛不太好，桌上摆着三个放大镜，
他的两个梦想是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这两个梦想
正是袁老的一生追求。

现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很成功了，但他仍在不断努力，从低
产到高产，再到超高产，在这么一段过程中，是他的汗水，
是他的精神在滋养，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杂交水稻运到
外国去?他说：“为什么不能运到国外，全球粮食难道不是我
们担心的吗?中国是农业大国，帮助其它国家，展现我们的大
国担当!”

在记录片结尾，记者对他说：“今年20_年，我三年之后再来
采访你一次，希望到那时会有更好的收获!”袁爷爷笑眯眯的
答应了。

可惜，他没有等到三年后。但他的精神和对水稻的期盼永无
止境。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袁隆平刚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应邀考察，
就乘飞机直抵香港，出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
的仪式。平时穿着极随便的他根本没带领带，为了出席正规
场合穿西装配领带，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
他买条金利来领带，他嫌贵，不肯买，拉着同伴到地摊上去，
买了一条花100元港币能买到6条的领带。他拿过领带，在胸
口上比试着，笑笑说：

“蛮漂亮嘛，怎样样，精神吧，这叫价廉物美，比名牌差不
到哪里去，来来，你们都来买……”

“不买，不买，袁教师，你当然啰，身份不一样，再差的东
西穿到你身上，都成了名牌，我们不行啦，要靠名牌撑门面。
”

见同伴都不愿买，他只好自我买了几条，调侃道：“哦，我
晓得了，你们不买是舍不得掏钱，我老袁大方得很，见人白
送一条，怎样”

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
说此事后特意上街买了条金利来领带，晚上到老爸下榻的宾
馆给他系上，嘱咐老爸明天出席仪式时，系他们买的这条，
但第二天，他还是系上了自我在地摊上买的那条，到香港中
文大学去了。事后，他将儿媳买的那条领带留给了儿子。

或许有人会说，花自我的钱，当然心痛啦，花公家的钱，就
不一样。此言差矣!应当说，他花公家的钱，比花自我的钱
更“抠门”。他是全国政协，2006年2月25日，他乘飞机到北
京去开3月3日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两会”，出发前，他
就“沉下”脸交代买机票的人：

“别买头等舱，就买经济舱，就是买了头等舱，你也得去退



掉。”

原先，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研究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
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登机前，他
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
舱。上机后，头等舱里空着位置，加上空姐熟悉他，尊敬他，
请了他几次去头等舱，既然不花钱，他就去了头等舱。事后，
身边的同事笑他专坐不花钱的头等舱，他说，空着也是空着，
浪费资源可惜。

袁隆平这位“中心”主任坐飞机花钱“抠门”，审批费用
更“抠门”。当初，“中心”建好分子实验楼装修铺地砖时，
经办人递交给他一份购物清单，他一看，一块600x600的地
砖单价50元，嫌太贵，便仔细询问怎样回事，经办人回答说，
分子实验楼搞实验时经常用化学溶液，而这种地砖防酸、碱，
防腐蚀，防滑，材料不一样，所以价钱就贵。袁隆平这才同
意购买。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袁隆平的形象可谓“几十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
小身材，背微驼，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但也就是他，
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和500万元的高额奖金。“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获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不仅仅搅动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好奇，更引起人们对大奖的
产生以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关注。

1976年，袁隆平和助手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南优2号”在全
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到2000年全国累计
推广38亿亩，增产稻谷3600亿公斤。

1995年，袁隆平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两系法杂交水稻生产应用，
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
长5%—10%，续写“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2000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突
破日本专家估算的水稻的理论极限产量，被全国400位院士评
选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一项成果。

2000年12月12日，“隆平高科”上市，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
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袁老说，他此刻最大的心愿
是利用基因技术育出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目标
是2005年实现大面积推广。

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
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
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八项国际奖。

他的成果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
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
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
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
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
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
两‘平’，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
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
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
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
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
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590亿美元相当。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
家。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
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
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
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_中保护品种，
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博士博士高度评价
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
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
带来了福音。”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
《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
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
衣足食的世界。”

创新，是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茶联的集大成者在天撰联“专
注田畴，群生饱暖农夫志;杂交水稻，百世芳菲功德人。”

时刻关心人民，他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

对艺术的追求，他擅长小提琴，平时喜欢广博群书;

简朴，即使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他的生活依旧简单;

热爱生活，有自己的追求。

有部分民众、学者和官员建议中国政府推荐袁隆平为诺贝尔
和平奖候选人。他们认为：“消除贫穷与饥饿才是最好的和
平，以袁隆平为中国乃至于世界粮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袁隆平先生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半个世纪了，不畏艰难，



甘于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生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
世界。在先生八十华诞到来之际，我谨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祝愿，愿先生健康快乐，愿先生在水稻研究上不
断取得新的成果，愿先生的科研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袁隆平院士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是当代神农。50
多年来，您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
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
您的卓越成就，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丰碑。您
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您热爱祖国、一心为民、造福人类的崇高品德，与中国共产
党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思想风范，与时俱进、勇攀高峰的
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的坚强意志，严以律己、淡
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是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更是新世纪
呼唤的时代精神。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八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忙碌;他，九十岁高龄还能用
流利的英语与其他国家交谈;他一直有个“禾下乘凉梦”：试
验田里，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颗
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一阵风吹来，稻浪此起彼伏，躺在稻穗
下乘凉……拥有这个想法的老人究竟是谁?没错，他就是我最
尊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

他从一个梦想开始，为之奋斗了大半生。

20世纪70年代，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经过多年反复实验，成功
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杂交水稻能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袁隆平不仅是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第一人，而且始终走在杂
交水稻技术的发展前沿，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为解决我



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
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
稻烈，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中国的
杂交水稻被推广到印度、越南、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增产效果十分明显，袁隆平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享有很高的
国际声望，我国将首届科学技术奖授予了袁隆平，同时它也
是我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的获得者。

山河因而色变，草木为之含悲。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
爷爷去世了，未曾蒙面，看到消息已泪流满面。他终究是离
开了，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最诚挚的最深沉的爱，踏着七彩
祥云离开了。

人类文明中总有几个时代之子推动着族群的前行，完成使命
后又变成天上的星星，他一定是赶着去创造下一个奇迹了，
他曾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袁爷
爷您做到了，为天地立心，继往开来;为生民立命，彰显大
爱;为万世开太平，家国情怀。

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在此，我向您致
敬，袁爷爷，一路走好!

袁隆平的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九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
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
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
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
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
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
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
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
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
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
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
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
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
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
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