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大全8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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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它，是林县人民的幸福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
位列世界第八大奇迹，它，是中国之“水长城”——红旗渠。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英雄就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
大概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大禹之水，而商朝时，西门豹阻止了
漳河水的泛滥，到了春秋战国的分裂时期，太守李冰主持修
建了都江堰，如今，在杨贵书记的领导下，几百条渠水蜿蜒
在了逶迤的崇山峻岭之间。

在这条伟大的渠建造之前，林州曾因极端的气候，无情的天
气，独特的地质，沦为一片寸草不生颗粒难收的荒芜之地，
有难必有抗争，在这片荒山秃岭，水比油贵的土地中的林县
人民修建过英雄渠等一系列水系，渴望能改变这一现状，而
五九年的一场大旱，现有的四条流水不多的水渠，竟也被无
情的干涸为废渠。

终于于危难之时，可敬的杨贵书记亲自远赴山西，到漳河水
旁，经几多测查，上报中央，并被批准把浊漳河水引到林县，
这一天10月10日，林州的日报上闪现几个鲜明的大字，顿时
林县人民的心中有了一丝盼望，喜讯不断扩散，原被调往新
乡任职的高才生吴祖太义无反顾的奔向了林县。



从来没有人能轻而易举的成就大事，问题在施工现场一个一
个被揭露，这次的修建是否又会同往常般重蹈覆辙，杯水车
薪?林县人民不知道，杨贵吴祖太不知道，也许当时没有一个
人可以确定。

但林县人民是不会放弃的呀!在人群之中，几个高大的身影挺
身而出，姚公社的“烧灰王”原树泉带领群众用“明窑堆石
烧灰法”，一窑烧400公斤石灰，成功解决石灰问题，一位老
人翻山越岭到这里传授造土石，放炸药的方法，7万民众逢山
凿洞，遇沟架桥，削平山头，架设渡槽，他们用至死不懈，
艰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在雄，险，奇，秀的大山上断壁
而凿，铸就了悬挂于巍峨绝壁之颠的“水长城”。

在人群中，八十一位绽放出生命的火花，永远埋藏在这条红
色飘带间，1990年，杨贵老书记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林县，望
向山清水秀，翠柏簇拥，心旷神怡的林县，醉坏了心肝，提
笔写下《赠言十水》。

“人造奇观叹寰宇，天河环绕太行间”。希望中华民族在红
旗渠精神的哺育下，继承并发扬它的精神内涵。

壮哉，中华精神之脊梁!美哉，倚云凌空于太行!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为了更好地感受党的历史，感悟党的精神，我随着嘉定区村
官伙伴们一行人前往河南林州，参观红旗渠，挖掘和思考那
个时代的红旗渠精神何以流传至今，成为党的精神代表之一。

我们首先参观了红旗渠展览馆。展馆内一幅幅历史照片，一
件件简陋的工具，一个个道具模型，诉说着当年林县的真实
写照：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为了子
孙后代，勤劳勇敢的十万林州人民，用两只，一锤一铲，生
生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这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在



那个修建红旗渠的十年中，林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凝
聚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红旗渠精神。而要学习红旗渠精神，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
点。

一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期间
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不言而喻。那一排排牺牲人员的名单，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在如今小康社会，发
扬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不忘奋斗依然重要。“业精于
勤荒于嬉”，作为党的好干部、好儿女，要时刻牢记历史，
为祖国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奉献自身。

二是要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胜利。红旗渠的建设，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过程。没有群众的愿望就不会有修建红旗渠的设想；没有
群众的苦干也不可能建成红旗渠。建渠的xx年里先后有81位
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这说明，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党
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领导干部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
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成功的法宝。

三是要有敢想敢为的创造精神。红旗渠从无到有，在那个物
质匮乏的年代，那是怎样的胆识敢于提出修建红旗渠。创造，
就是敢想敢干。在开始干了之后，就要有韧性，坚持十年，
克服了饥饿、牺牲等数不尽的困难，不惧奉献，勇挑重担。
红旗渠岸上的一块块质量保证的责任界碑，是改变命运的担
当，更是创造历史的荣耀。

红旗渠精神从本质来讲就是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是造福子
孙的奉献精神，是共同富裕的互助精神。它是党性教育方一
尊丰碑，奠定我们的思想根基。作为基层建设的一份子，我
感到无限光荣，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会
尽心尽力，在基层工作中将红旗渠精神发扬光大。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红旗渠是当时林县人民20xx年战天斗地的伟大成果，在这一
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则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下面是本站
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希望能帮到你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得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多么铿锵有力的诗句呀!

这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于1935年十月满怀豪情写下的。这首
诗生动的描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
高度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
义。这首短短的七律诗浓缩了长征途中的艰险与悲壮，深深
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五岭山脉那样高低起伏，在红军眼里，
只不过是翻腾的细小波浪;乌蒙山那样雄伟，可是在红军眼里
却只是脚下滚过的小泥丸。

在这首诗中我领略了共产党人的革命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
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更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要知道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比登天还难啊!长征是
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帝国主义和走狗蒋
介石是完全无用的。红军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
二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
又是播种机，它撒布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
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用“长征”的精神去征服学习，生
活中的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出
我们全部的力量!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辉煌吧，祖国
灿烂的未来!

回望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是新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



害和经济极度困难时期,饱受严重干旱缺水之苦的五十六万林
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愚公移山”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概,逢
山凿洞、遇沟架桥;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太行深处的悬崖
峭壁上和险滩峡谷中,使用手中极其原始落后的铁锤、钢钎、
钉耙、瓦刀、麻绳、抬筐、土制炸药等生产工具,投工5611万
个,耗时10余年,终于在1969年7月,规模宏大的“引漳入林”
工程——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竣工.红旗渠的建造,
彻底改变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从根本上解决
了全县人民的吃水问题,使54万亩“土薄石厚”的贫瘠农田有
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有效灌溉.

有资料显示,他们在修建“生命渠”、“幸福渠”的艰难岁月
里,硬是靠简陋的农具削平了1250座山峰,架设151座渡槽,凿
通211条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2225万立方
米.如果用这些土石修筑一道高2米、宽3米的石墙,足以纵贯
祖国南北,把哈尔滨和广州两座相距3000多公里的城市连接起
来,而当时全力奋战在筑渠前线的民工们,每天仅靠少量的口
粮与野菜、河草来充饥,不少人因此而身患浮肿病.还有一些
人,一年四季渴饮山泉、饥餐树叶、日筑水渠、夜宿崖洞,用
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世界第八大奇
迹”——一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一千五百多公里的“人工天
河”!青年洞、曙光洞、空心坝、桃园渡桥、夺丰渡槽、曙光
渡槽、南谷洞渡槽、红英汇流、总干渠分水闸……一串串璀
璨夺目的珍珠连缀一起,在阔远而莽苍的天地间熠熠生辉、历
久弥新!

循着迂回穿行在大山怀抱里的红旗渠,凝望湍流不息的漳河水,
我真希望——这清澈如斯的渠水,能够流出太行山谷、流过林
州大地、流向塞北江南,在滋润平畴沃野的同时,也在十三亿
国人的心田里,来一次透墒的浇灌.

在这个太行山菊更为艳丽的季节里，我与一百万家乡同胞被
来自10月的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



神当代传奇》深深震撼，红旗渠畔的儿女们踏着霜花，调整
着步伐，给自己做了全新的定位。

我们西望太行绝壁上的千里长渠，回眸历史，硝烟仍在，展
望未来，慷慨激昂。因为，我们的血脉中传承着祖辈半个世
纪的创业情怀，我们的眸子里高扬着一面猎猎的精神之旗，
思想所到，无坚不摧。

老天没有给林州人太多的福祉，甚至连一条像样的河流都不
曾给予;但老天又是公平的，他给了家乡这方土地盘古开天、
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气魄宏大的神话。不被命运屈服的林
州人，在这些神话的激励下，憧憬梦想，满怀激情，用简陋
的工具书写出只有如椽巨笔才能完成的宏大诗篇。

那是一个放映时只有黑白两色的时代，上一世纪六十年代，
林州的十万开山者，历史十年，硬是在悬崖峭壁峭壁上，挖
渠千里，从此，多山的林州地图上多了一条代表水的蓝色曲
线——红旗渠。

“渠道网山头，清水遍地流，旱地稻花香，荒山果树
沟……”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畅想，又是怎样一个穿越时空
的清晰的目视。红旗渠水在林州的大地上流响了，那是1965
年的时候。同时，一面精神之旗正在冉冉升起，传承于民族
精神的红旗渠精神，闪着熠熠光辉，映红了太行山的紫色岩
壁。1969年，红旗渠水系全部竣工，红旗渠精神之旗坚毅地
立在了太行之巅。创造红旗渠奇迹的祖辈们在新中国艰苦创
业时代的厚重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一条
渠，一种精神，被世人做了跨世纪的仰望。

林州人是一个富有个性的群体，他们不甘落后，永不放弃追
求，以许存山、郭变花支书为代表的时代先锋，一脉相承60
年代的激情，完成了家乡由穷变富的宏大特写，100万林州人
的性格在13亿中国人性格的背景中赫然卓然。改革开放，林
州人富了、幸福了，也成就了“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



不已，奋斗不息”的当代红旗渠精神。她是时代精神的缩放，
又是时代精神的领航。

10月的新华社政论，《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
神当代传奇》，像60年代红旗渠通水庆典一样把国人的目光
引向了林州，引向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引向红旗渠精神。
精神再次被高扬，被讴歌，被时代深深颔首，默然赞许。不
过，时代已经掀开崭新的一页，掀过黑白，掀到色彩逼真的
全息一页。

历史将会铭记这个沉甸甸的10月，我一遍又一遍的拜读《守
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林州儿女，
守望精神家园，责无旁贷。让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不平
凡的精神之歌。去年以来，我们教体系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
课堂改革。课改，势在必行，时代命题，难以绕开。

我校借时乘势，进行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课堂改革。作
为一名普通教师，我积极地参与到这一颠覆传统的课改之中，
在小组建设，导学案编制等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三段五环”教学模式开始形成，学习效果有了
明显提高。

课改是艰难的，一如当初修筑红旗渠工程。没有无所畏惧的
勇气，红旗渠工程只会是一代又一代林州人的生命期盼，只
会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会成为我党执政为民的不朽典范。
高效课堂需要一种同样的气魄，没有坦然面对课改中出现的
一波又一波问题的胸襟就会畏缩在课改的起步阶段止步不前。

课改又是无止境的，谁在课改中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也会
夭折在前无古人的我们才刚刚开拓出来的课改路途中。只有
朝夕守望这面课改的大旗，永不迷惑于路途中的奇花异草，
尝试再尝试，才能走出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到人多了也便
有了路的课改之路。课改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让“难而不惧，
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的当代红旗渠精神在教坛



上高扬吧!

恋旧就没有今天崭新的林州，恋旧就没有今天崭新的课堂。
希望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红旗渠精神，迎难克
艰，奋发进取，让林州教育的品牌标识一如红旗渠精神一样
走出河南，走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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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7月12日，队党委组织我队30余名党员同志前往有中国水长城
之称的_林州红旗渠进行红色教育。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毡。高山为我放岗哨，漳
河流水催我眠!”50多年前，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
山”的豪迈气概，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苦战10个春秋，
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用鲜血、汗水和生命在太行
山的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劈开了太行
山，引来了漳河水，滋养了林县大地，也孕育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伟大的事业铸就伟大的精神。“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
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描述的就是林县人民自古以来
的悲惨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对贫困的生活环境低头，更没有
向贫瘠的自然环境屈服。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60年2月，他
们将看似天马行空的“引漳入林”方案付诸实施。他们住山
洞，睡窝棚，吃咸菜，啃窝头，凭着不畏艰险、敢想敢干的
劲头，奋战在悬崖绝壁之上，拼搏于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
洞，遇壑搭桥。青年洞、神工铺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就是红
旗渠精神的现实体现，渠道上一块块有棱有角，裸露着道道
凿痕的青石就是红旗渠精神的真实写照。红旗渠精神既充满
了炎黄子孙开天辟地、战天斗地的豪迈壮志，又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创造力量;既继



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尚品质，又展现了当代中
国人民崇高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学习红旗渠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根基在人民，
党的力量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自古以来，
“十年九旱、水贵如油”，能吃上水、用上水成为了林县人
民的梦想。党坚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紧紧抓住吃
水用水这一主要矛盾，领导开渠挖塘，劈山饮水，解百姓之
疾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有
助于强化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提升为民情怀，摒弃“官本
位”特权思想，摒弃不作为的消极观念，破除束缚发展的陈
规陋习、体制弊端，不断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胜利。

学习红旗渠精神，砥砺奋进，艰苦奋斗。修建红旗渠的条件
十分艰苦，林县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人间天河”。当
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深入，思想文化交融复杂
激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临的
矛盾风险挑战异常严峻。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
旗渠精神，有助于夯实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矢志不渝、奋
发图强的思想基础，激励党员干部迎接挑战，经受考验，战
胜困难，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

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当前，党中央作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 _大胜利的战略布局 _向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红旗渠最险要的路段青年洞旁，我
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这是一份承诺，
更是一份责任。“敬业、为民、踏实、奉献”，是此次红旗
渠学习给我最深的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秉承爱岗敬
业的态度、贯彻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踏实肯干的作风、追
求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与党章对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要
求规范自己的言行。



还记得红旗渠纪念馆“发扬自力更生、创新求实精神，用知
识和智慧建设祖国美好的明天”的碑文，这是林州人民"敢教
天地换新颜"的豪迈心声，也应当是我们用昂扬的斗志、奋进
的态度去开拓创新、求实求效、构建未来美好篇章的坚定信
念。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q，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大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
的精神作支撑。在新的征程中，红旗渠精神依然是激发我们
净化党性、纯洁品行的有力精神武器，依然是鼓舞我们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依然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宝贵精神财富。学好红旗渠精神，就要做好四
个“弘扬”。

一、弘扬爱岗敬业态度。敬业就是要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工作。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认为，对于一切
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他远远的超过了责任
感。”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职业。
只有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的投入。林州的领导集体正是因为
拥有强烈的爱岗敬业的态度，才能不畏艰难险阻，打破地域
理念，勇敢正确制定引漳济林的鸿篇巨制;才能克难攻坚，带
领林州人民脱贫致富，创造繁荣富强的新生活。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不能只是一种口号，而应当成为新时代广大党员
干部谋事、干事、成事的执政原则，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快速发展，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责任。

二、弘扬执政为民理念。作为党员干部就应当树立“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
地位的统一，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的统一，坚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努力地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真正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实际



行动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私无畏、身先士
卒地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关心群众
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

三、弘扬踏实工作作风。踏实是一种工作态度，是一种严谨
的工作作风。踏实就是踏踏实实，就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
以百折不挠的韧劲，以旺盛的工作热情，提前谋划，提高效
率，保质保量抓好每一项工作的落实。在工作中多动脑、勤
思考，多动手、早行动，专业、务实地做好岗位工作，不抱
怨、不折腾、不怠慢。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兢兢业业
干好每一分钟，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多做好事、多做实
事。把工作当作财富，把岗位当作事业的舞台，当作奉献社
会的平台，科学客观地看待自身与工作岗位的关系，以端正
认真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风发挥表率作用，赢取人生
最大的成功。

四、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怎样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无私奉献。奉
献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只有讲
奉献才能少一些私心杂念，多一些无私无畏;只有讲奉献，才
能少一些推诿扯皮，多一些尽职尽责;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
敷衍塞责，多一些真抓实干;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因循守
旧，多一些开拓进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应该将讲奉献
进行到底，争做一名合格的公务员，争做人民的好公仆。

红旗渠纪念馆“发扬自力更生、创新求实精神，用知识和智
慧建设祖国美好的明天”的碑文，是林州人民“敢教天地换
新颜”的豪迈心声，也应当是我们用昂扬的斗志、奋进的态
度去开拓创新、求实求效、构建未来美好篇章的坚定信念。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六

红旗渠是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人民历时10年建造起来的
一条人工天河。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



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外国朋友来到中国，
应该去参观一下红旗渠。”从1969年红旗渠竣工以来，先后
到此参观的外宾就有来自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人
之多，他们无不对红旗渠发出由衷地赞叹。红旗渠也是全国
的一面红旗，40多年来国内前来参观学习的达160万人，为加
强党性锻炼，提高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谋求发展的执政水平，
提升党员干部的凝聚力、执行力、创新力，我们到红旗渠进
行了参观学习。

四十多年过去，中国人民走过了艰苦的岁月。在现实的繁荣
和富庶之中，回望那一渠清水、招展的红旗和沸腾的人群，
不由感慨万端，似乎有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我们，凝聚着我
们，感召着我们。红旗渠精神以其雄浑博大、荡气回肠的魅
力，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也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敬业、为民、踏实、奉献”，不仅仅是红旗渠精神给予我
们当代党员干部的启示，也应成为我们为人做事的根本。当
前我们正在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伟大
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在新的征程中，红旗渠精神
依然是激发我们净化党性、纯洁品行的有力精神武器，依然
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依然是激
励我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职业。只有
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的投入。林州的领导集体正是因为拥有
强烈的爱岗敬业的态度，才能不畏艰难险阻，打破地域理念，
勇敢正确制定引漳济林的鸿篇巨制；才能克难攻坚，带领林
州人民脱贫致富，创造繁荣富强的新生活。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不能只是一种口号，而应当成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
谋事、干事、成事的执政原则，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快速发展，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责任。

作为党员干部就应当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尊重



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统一，坚持为崇高
理想奋斗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统一，坚持完成党的各
项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努力地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真
正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无私无畏、身先士卒地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关心群众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以百折不挠的韧劲，以旺盛的工作热情，
提前谋划，提高效率，保质保量抓好每一项工作的落实。在
工作中多动脑、勤思考，多动手、早行动，专业、务实地做
好岗位工作，不抱怨、不折腾、不怠慢。认认真真地做好每
一件事，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分钟，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多做好事、多做实事。把工作当作财富，把岗位当作事业的
舞台，当作奉献社会的平台，科学客观地看待自身与工作岗
位的关系，以端正认真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风发挥表
率作用，赢取人生最大的成功。

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做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无私奉献。奉献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
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私心杂
念，多一些无私无畏；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推诿扯皮，
多一些尽职尽责；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敷衍塞责，多一些
真抓实干；只有讲奉献，才能少一些因循守旧，多一些开拓
进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应该将讲奉献进行到底，争做
一名合格的公务员，争做人民的好公仆。

红旗渠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为了改变恶劣的
自然环境，林县人民风餐露宿，开山劈路，跨壑架桥，凭着
自己的双手，靠那一锤一钎，历经十年寒暑，硬是在太行山
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

红旗渠精神是身先士卒、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建设红旗渠的
奋斗中，县委书记、县长与人民群众吃住在现场，奋斗在前



线，干部们抡锤打钎，党员们专挑重担。从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精神，看
到了各级干部无私奉献、埋头苦干的作风。

创业时期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条件好了同样需要艰苦
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
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并不是要把艰苦奋斗与改善物质文化生
活对立起来，也不是要把艰苦奋斗与贫穷落后等同起来，而
是提倡积极向上，坚持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需要我们继续做好长期创业的准备，需要各级领导干
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需要教育我们的后代不懈奋斗。

红旗渠是一座不朽的丰碑，红旗渠精神是一面永恒的旗帜。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时代需要有时代精神。新的
历史时期，虽然条件好了，但前进道路上还有高山险阻，还
有激流险滩，我们的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还需要几代人、
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们仍需要呼唤红旗渠精神，弘扬红
旗渠精神，赋予红旗渠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让红旗渠精神
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力量。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七

前寨学校徐广文

众所周知，有一条渠，点燃了人们生的渴望，带给了人们幸
福，点缀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扬起了林州的美名。它就是中
国第二奇迹，世界第八大奇迹，扬名天下的红旗渠。铁锤叮
当叮当的砸，铁链哗啦哗啦的响，撅头声声震山谷，推车来
回不停步，千山相阻隔，万艰重扑来，志坚意强，誓死换河
山，定叫山河穿出来。这就是林州人靠“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精神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奇迹。过去，林州“十年九旱，
水贵如油，”是红旗渠的建成，才使那贫困的小山沟，彻底
改变了干旱的局面。红旗渠，你告诉中国的人民，林州人是



了不起的;你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中国人是伟大的;你告诉全
世界的人民，人生不应只贪图享受，应该想一想红旗渠人民
的精神。红旗渠啊!你是人民的骄傲，是人民的自豪;你用甜
甜的渠水哺育了人们，解除人们吃水的后顾之忧;使旱田变成
了水浇田，你给人们的庄稼带来了大丰收，那可真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红旗渠不仅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更是一笔
无价的精神财富。阳光的日历一页页地写着，激励着你，也
激励着我。红旗渠的历史一页页地写着，推动着你，也推动
着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日子，多少个岁月，一个从事教育的平凡教师，我却在为红
旗渠壮行，我却在为红旗渠添彩，在平凡中彰显着灵魂工程
师难而不惧的伟大追求。

初读这篇政论通讯，我豪情满怀；再读这篇感人之作，我心
潮澎湃。这是一桌精神大餐，激发着林州人难而不惧；这是
一部史诗，诉说着林州人的富而不惑；这是一次思想大宴，
催化着林州人的自强不已；这是一种昭示，引发了林州人的
奋斗不息。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日落月升，一个耕耘着
希望的教师，我在为红旗渠弘扬着，我在为红旗渠传承着，
在平静中倾注着满腔自强不已的热血。“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是在红旗渠修建过程
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要继续学习和发扬的。

红旗渠精神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
核心，以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导向，既继承和发展了
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
信念和不懈追求。今天的红旗渠，已不是单纯的一项水利工
程，它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读着《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我激情飞跃，诵着《红旗
渠精神当代传奇》，我感慨万千。红旗渠养育了我们的生命，
拨动了我们的血脉，填饱了肚子难而不惧；挣了票子富而不



惑，换了脑子自强不已，有了点子奋斗不息，扬正气把红旗
渠当作了传家宝，聚人气一碗糊涂面也气壮，振精神人生没
有休止符，创佳绩践行当代红旗渠精神，提品位立于本职放
眼未来，我有决心，有信心，当用红旗渠精神为动力，为教
育事业添光彩；我有目标，有措施，应当把红旗渠精神入课
堂，入教材，入头脑，让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让红旗渠精
神后继有人。

红旗渠精神教育心得体会篇八

3月阳光透过窗子洒在我手中一盒叫“太行花色”的茶叶上，
牛皮纸质的盒子上各色的花朵图案勾勒的极具美感，“太
行”的巍巍之势与“花色”的柔美结合在一起，铁血中有柔
情，柔情又愈显刚强，仿佛它来的那个地方——太行是永恒
的山碑，红旗渠是温柔的镌刻，红旗渠丰盈了太行的颜色。

梅红——梅一样的品质。

如果不是一个地方千年百年的缺水，大概洗脸这种事情不会
只发生在出生与死亡之时，水居然成为生命的见证者;如果不
是长久的对水的渴求，也许洒了一担水不能够让一个人悬梁
自尽，水竟然成了生命的终结者;如果不是一个地方每逢大旱
就要绝收，人相食这种事情大概只会发生在历史书里，他们
是如何克服吃掉死人的恐惧，又该将人之为人的底线置之何
处……这些“如果”背后，是林县一幕幕缺水的历史。历史
有多惨痛，人的渴望就有多坚定。于是，半个世纪前，中国
林县的三十万开山者，绝壁穿石，挖渠千里，山的地图上，
从此多了一条代表水的蓝色曲线。

很多人把林县人引水开山，比作盘古开天地。想当年的英雄
们面对茫茫的太行山，一手执凿，一手执斧，是多么的豪气
冲天!然而，英雄的生活是苦的`，他们睡的是石洞，要头朝
里脚朝外，免得半夜翻身翻下山;吃的是野菜汤泡窝头，有时
只能“天池捞月”;冬天要对抗严寒，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



雪;夏天要忍耐“身长一指半、嘴长一指半”的蚊子，咬了羊
羊都疼得直叫唤……英雄的工作是险的，那张经典的悬在山
崖荡来荡去除险的照片里，看不见的是被绳子磨得血肉模糊
的腰;那张经典的“凤凰双展翅”打钎的照片里，看不见的是
手背打针手心流药的被震碎的手;那不经意被翻开的《红旗渠
志》里，看不见的是多少个元金堂，为救工程救工友，被一
箱炸药炸的尸骨无存的生命……就像国歌里那句血肉筑长城
一样，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是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这条
在悬崖绝壁上“抠”出来的水渠，就是林县人民勒紧裤带也
要创造的奇迹，所谓“志之所趋，虽远弗届，穷山距海，不
能限也”!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
精神像凌寒的红梅永久的绽放在太行山上。

澄黄——火一样的意志。

如果说在红旗渠的开凿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么党的领导就是历史的推动者。没有党的领导，“引漳入
林”的壮举不会出世;没有党的组织和动员，30多万群众不会
自发凝聚在一起;没有党的坚持，在遭遇找水源、难勘测、缺
工具、少粮食、政治压力任何一个波折的时候，红旗渠都可
能会夭折……在当时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先例，缺乏充足
的物资和技术条件，更面临着质疑和反对声音的情况下，林
县县委班子以“头可断、血可流，不建好林县不罢休”的坚
强领导，带领全县人民毅然决然打响了这场硬仗。余秋雨曾在
《都江堰》里说“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
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实实在在的他们本着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带领人民群众为
了圆梦而开展艰苦卓绝的奋斗，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生动教材。

历史的洪流里，个人的小世界微不足道，党员干部的艰辛与
不易也从不与人说。当年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留下一封《与
妻书》，一句“意映卿卿如晤”,虽肝肠寸断，仍决然而
去，83岁高龄的杨贵书记说起当年的艰难，依旧激动的情难



自已。烈士亦有情有家、壮士也有伤有痛。但共产党人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意志，为
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担当，仿佛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