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作感悟文章标题 工作感悟文
章(优秀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优
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工作感悟文章标题篇一

1、未遭拒绝的成功决不会长久。

2、正正派派做人，兢兢业业做事。

3、以平心阅人情，以虚心求学问。

4、成功永远属于那些爱拼搏的人。

5、未曾失败的人恐怕也未曾成功过。

6、没有不会做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

7、不是境况造就人，而是人造就境况。

8、人格的完善是本，财富的确立是末。

9、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

10、别人能做到的事，自己也可以做到。

11、人不怕死，但是最怕不知道怎么活。

12、诚信仁爱建和-谐，奉献创新思发展。



13、在强者的眼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4、挫折其实就是迈向成功所应缴的学费。

15、只要更好，不求最好！奋斗是成功之父。

16、出门走好路，出口说好话，出手做好事。

17、没有目标的人永远为有目标的人去努力。

18、人生三阶段：比才华；比财力；比境界。

19、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累，也要爱自己。

20、凡真心尝试助人者，没有不帮到自己的。

工作感悟文章标题篇二

谁都明白字写得好、会雕刻是能赚钱的，但这个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于是有人想到了在米上刻字，确实这更吸引了人
们的眼球，有一个叫杨喜宽的人更绝，他能在一粒米上刻
出32个字，因此成为一绝，他也成就了“点米成金”的神话。

年近50岁的杨喜宽，出生在黑龙江省海伦农村，从小就喜欢
书法，之后又迷上了刻字，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他从十三
岁起开始学习雕刻，在泥巴上练习了五年后，又先后在木头
上、塑料上和石头上练，之后他成了行家，高中毕业后，杨
喜宽凭着会雕刻的本领到外地发展，这也养活了他一大家子。

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到他的雕刻摊前，看了他的作品，说
道：“不错，但还是太大众化了，没有什么个性的。”于是
中年人从口袋里拿出一粒米让他刻，并且问他：“你能刻几
个字？”他凭着经验说：“两个字。”但中年人却说：“刻5
个字怎样样？”他感觉到这不可能，但他也感觉到了这是水



平，那里蕴育一个大市场。之后他得知此人姓石，是想让他
传承日渐消亡的微雕艺术。杨喜宽感觉到真是求之不得啊。
这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点金术，于是拜石老
为老师，开始了学习微雕艺术。

此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位艺术家就指导他从新开始在大
米粒上刻字。刚接触米上刻字，字从少至多，从简单到复杂，
循序渐近。一开始，他在一个大米粒上只能刻4个字，之后又
增加到10个。他不知刻了多少碗大米，也不明白刻破了多少
次手指，就更别说刻到两眼昏花，一年后，他就能在一粒大
米上成功刻写18个字了。

米雕贵在精微，也难在精微。此后杨喜宽又不断把事业“做
小”，在一粒米上刻上了20个字，25个字，30个字。经过10
几年的刻苦钻研和反复实践，他竟然能在一粒大米粒上刻出
了32个汉字。它不仅仅术其微小，还能在微小之中再现中华
千年的文化艺术神采、韵味。就这样，大米刻字便在他手下
在普通中创造神奇，让一粒大米变成一粒金子，有人也专门
称他是：一颗米内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

而且老杨更绝，他不用放大镜，只用改装的刀、炭笔和镊子，
二三十个字5至7分钟就能刻出来。一次在电视上表演，他用
笔轻托，运笔控制到位，杨师傅说，用来雕刻的米一般是香
米，刻好后放在水晶瓶里，倒上防腐剂，能保存几十年。

在此观看的市民们为杨喜宽的技艺所折服，他们说，以前听
说过这种绝活，亲眼看到还是第一次。送亲戚朋友一粒米，
挺有创意。且刻作时，屏息静气，神思集中，一丝不苟。他
在一粒大米粒上刻出一首唐朝诗人颜真卿的《劝学》。主持
人利用高倍放大镜清晰地看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
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唐诗
一共28个字，加上4个标点符号，总共是32个字。他的作品成
了极品、绝品，可如今，令他发愁的是绝活儿面临失传。



在千变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天，你只要抓住哪怕一个小小
的商机，你就有可能成功。但无论做什么事业，人们总想把
它做大、做强。其实如何做“小”也大有学问，小到极致便
是艺术，更是价值。

工作感悟文章标题篇三

人会问：“我此刻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也没什么经验。
也搞不到资金。也没什么技巧，我该怎样办？”

现实中，也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事实是，任何高人也不可
能立刻让你有钱。而我的答案和推荐是拿你最现实的资
本——时光，紧紧缭绕你的创业目标，去有规划。有步骤的
运作。急和盲目对创业是没有任何帮忙的，此刻立刻为创业
去做预备条件，而且必须要立刻行为！很多人一向只是想行
为，没有真正去做，当然不会成功。

对于我们每个人，要清楚我们浑身上下最大的核心动力其实
就是大脑，创业不是靠脖子以下的部分，而是脖子以上的部
分，要用头脑去思考创业的方向。创什么样的业。如何去创
诸如此类问题。无论是创什么业，你第一步去做什么，就是
经营你自己。你目前对自己最大的经营就是你的创业学习。
这个学习并不是去学校学习什么，而是你要在工作中去实践
学习，去学对创业有用的东西，学习创业的知识，能够带来
财富的知识，再具体些就是假如你想开饭店，就学习如何开
饭店的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饭店实践工作一段时光，比
如说到饭店找份工作，而且是立刻去，必须想措施找到，然
后投入进去！

有一个刚从职高烹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明白厨师是一个实
践性很强的工作，他跑了很多单位，也没找到工作，于是他
想了一个绝招，他来到一家名气很大的酒店，要了很多菜，
结帐时500多元钱，但是他没钱结帐，他拿出毕业证，和经理
说：要钱没有，要么我给你打工还钱吧。经理一黑，要小伙



两个月的工作代价偿还餐费，于是这个小伙开端上班了。他
肯干，脏活累活抢着干，很快大厨爱好上了他，收他为助手，
后面的结果我们就不用说了。假如你想在某一行业学习，那
么就学习这个小伙，想措施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工作学习，而
且必须要想措施做到！

当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想要创业而自身条件却一无所有。
这样的状态看起来的确是很难受的，此刻的你就是一张白纸，
怎样去经营一个空白的你呢？你的优势就是要比那些已经在
纸上画了一些东西的，更能画出一幅好画来。你要画虎，那
你就立刻去接近画虎的人；你想画竹子，你就立刻接近画竹
子的人，不管偷学还是明的学只要不犯法，能学到就能够了。
你只要开端学了，时光就会帮忙你的，你将来自己画，你还
要预备笔墨纸砚，这就如同创业一样，创业前必须要预备创
业条件，什么也没有，你能画出一幅好画么？要明白，即使
你没有什么资金，你还有你自己和时光，这是我们任何人都
平等拥有的，在必须时光内创造或抓住创业机会，最主要的
是你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并付出行为透过这些机会实现创业
成功。

创业不要好高骛远，机会一般都在你看得见的处所或者不起
眼的角落里藏着；哪怕很小的生意，就怕你做得不好，做得
好你能够开连锁店，那不就大了？修自行车和炸麻花的都能
够开成上百家上千家的连锁店。你能说修自行车和炸麻花的
生意小么？生活中很多处所都储藏着商机，有时候它看得不
起眼，但只要你能放大它的亮点，深挖下去，就能够集合很
大财富。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在赚钱行业里不会赚钱的
人。

永远尽可能预备好创业资源，这些都是以后创业的条件。要
随时预备把握住机会，机会不会单独找到你或者等你，机会
永远属于有预备的人，时刻为创业积攒条件并做好预备；当
适宜的机会“种子”呈现时，用最快的速度决定一下，立刻
付出宏大的行为，开端你人生中最辉煌的事业征途——自我



创业！

工作感悟文章标题篇四

工作是一个十分平凡的词汇，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即便“富二代”，坐拥万贯家财，能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为了保住遗产，做大做强“蛋糕”，恐怕也要拼命工作，
工作是每个人无法绕开的坎，它是人们寻求生存、放飞梦想、
释放价值的舞台，有的在此找到生命的航标，演绎精彩人生；
有的在此拔苗助长，节节攀升，身份显赫，唯我独尊；有的
在此怀揣梦想，拼命工作，终是黯然失色，搞得丢魂落魄。

我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一所县级中学上课，虽对教师顶礼
膜拜，崇拜他像一盏指明灯，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但
对于未受专业教育的我，实非我愿。个性让我苦恼的是在三
只讲台上，我那流利的“安普”话，让学生如坠云雾，摸不
着头脑，我也搞得脸红脖子粗，干着急。无奈之下，为了不
贻误他人，我只得利用课余时间用方言给学生们再讲解当天
所学。慢慢的学生们对我的“安普”话逐步习惯，也充分认
可我的努力与付出，我也不断加强普通话的练习，但终究进
步不大。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让我在三尺讲台上不能挥洒自
如，也严重冲击我当老师的信心，这时期，我就像在茫茫沙
海中，是那么的的渺小，找不到前行方向和动力。

不会讲普通话，要追溯于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我才六
岁半，学校离我家很远，要爬山涉水走上近两小时的路程，
下雨或寒冷的天气通常不用去上学，语文老师是一位小学五
年级毕业的年轻代课教师，他不会讲普通话，都是用方言进
行讲课，糟糕的是他不懂拼音，理所当然不能“授人以渔”，
学习拼音的“黄金期”就此与我擦肩而过。上初高中时，我
以理科见长，综合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拼音的不足也
被“光芒”掩盖，也就未进行“亡羊补牢”，导致我终究成了
“拼盲”，不懂拼音，又怎能说好普通话呢？这种现象归根
结底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刚起跑就落下距离。还有一



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初上大学的第一节微机课，老师叫
同学们打开启动系统，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我周围的
同学都驾熟就轻的完成了相关操作程序，唯有我在左顾右盼，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个专业术语对我是那么抽象，是
那么深奥，离我是那么的遥远，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边，
“读大学了你还不会开机吗？”，我的脸顿时像熟透了的桃
子，低着头不敢吱声。老师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之前我只是
在书本上看到电脑，现实生活中从未接触过，更没有学习过。
受教育的不均等，我类人群在学习知识、吸收营养、蓄存能
量过程中就慢了拍，在竞争异常激烈社会中而只能依靠“硬
功”立足的“我们”就容易处于劣势。

一次机会让我离开了工作八年的三尺讲台，那是县委要
从“上班族”中海选一部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到乡镇工作，
我顺利的透过了笔试与面试，如愿以偿的到了乡镇工作。在
农村长大的我，对农村基本状况、农民需求了如指掌，对农
民的疾苦也感同身受，这时的我就像脱缰野马，迈开步子尽
情的奔驰，犹如蛟龙入海掀起阵阵涟漪。不分昼夜，无论双
休日，还是节假日，我骑着摩托奔驰于各村之间，走村入户
了解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产业发展、农民经济收入、群众
生产生活水平等基本状况。在深入充分调研以后，我向镇党
委、政府提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构想，根据群众需求及
土地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在海拔1300米以上地区发展茶叶基地；
在海拔1000—1300米地区发展种桑养蚕；在海拔1000米以下
农田区发展菜菜稻；在石山地区种植金银花，并逐步引入农
业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打造以茶叶、桑蚕为主的农业
旅游休闲观光基地。我的推荐得到了时任书记的首肯，并给
以大力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光景，以上产业像
雨后春笋般运运而生，菜菜稻、金银花基地各达1500亩以上，
茶叶、桑树幼苗种植面积分别达5000亩和3000亩。农民热情
之高，产业推进之快，着实超乎想象，我似乎看到了该镇未
来的繁华景象。

世事难料，在换届选举时我“名落孙山”，究其因恐怕是没有



“大树”的庇护，许多人在工作中碌碌无为，仍走上领导岗
位，但是，这样的事情不用太过忧虑，只要“在其位，谋其
政”，加强学习，提高履职本领，有一颗“赤子”之心，仍
能有所贡献，也有极少的幸运儿，得到“伯乐”的赏识，才
得以展翅飞翔，让人后怕的是一些奸妄小人自私自利、不学
无术、唯利是图，这种人报复心极强，善于玩弄权术，却往
往会得到庇护，顺利走进领导群众的核心，这将是“君子
们”的不幸，也是社会之大不幸。一朝天子一朝臣，此后，
我就像“失宠”的“孤儿”，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一帘幽梦，
让我痛心疾首的是呕心沥血刚刚建立起来的产业成了“弃
儿”，随时都有可能“夭折”，手中豪无“资源”的我已是
无计可施，也只能望洋兴叹，不久我以家庭原因为由申请调
动了工作。

我并不是厌世之人，只想以我的工作经历揭示社会的偏颇之
处，以警世人，让社会的每个角落充斥着明媚的阳光，做
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中华巨龙的每个细胞都能发挥
应有的功能，让“中国梦”来得更快、更早些。

工作感悟文章标题篇五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后，去县、区等机关办事，虽然比以往
顺当多了，但却产生了一种“不怕局长怕股长”的现象。

他们说，机关单位里，局长这样的领导干部一般不会为难基
层群众，但有些股长乃至办事员，在群众面前有时还会摆架
子、耍威风，个别的甚至还不作为、乱作为。

久而久之，群众便有了“怕股长”之感。

群众实践教育活动开展就是要使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进一步
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
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基层群众办事“怕股长”，明显不符合群众实践教育活动的
要求，也暴露出一些基层干部身上仍存在“四风”问题。

诚然，当前的基层工作辛苦，待遇也相对较低，不少党员干
部需要面对诸多繁琐的工作。

打造服务型政府在给群众带来诸多实惠的同时，也加重了基
层干部的工作量。

不少地方都存在，局机关干部稳坐机关，办事基层干部则既
要对上级机关负责，更要尽心尽力服务好一线的群众的现象。

某些基层干部对此有埋怨，有不满，但这绝不是放松思想要
求，不愿意做好本职工作，在群众面前看人说话，按心情办
事的理由。

笔者认为，越是工作繁琐更要廉洁守纪、热情为民。

这道关把好了，群众“不怕股长”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才
算是真正拉近了。

基层干部是直接与民众接触的干部群体，他们的言行举止直
接影响人们群众对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认识，如果某些思想
意识不到位的党员干部仗着手中掌有一些办事的实权，群
众“有求于”自己，就遇事拖沓，办事烦躁，造成的危害极
大。

维护好基层干部的正面形象，应当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坚持
为群众尽心尽力办事，彻底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事难办”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