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秀兰简介 基层党员学习西畴精神心得
体会感悟(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周秀兰简介篇一

基层党员学习 “西畴精神”心得体会感悟 云南省东南部的
西畴县 99.9％的土地属于山区，石漠化面积达 75.4％，曾
被外国地质专家断言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加之缺乏产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然而西畴人却不认命，
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他们的实干苦干，被人们称
作“西畴精神”。

做“西畴精神”的践行者，保持“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苦干。
西畴县西洒镇岩头村作为一个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村子，村民
出村只能走危险的山路，需要紧紧地抓住树藤才能防止失足
跌落。村长李华明不甘于现状，号召村民们集资出力，带领
大家一锤一锤敲，一下一下凿，坚守苦干十二载，终于修好
了出山的道路，将岩头村祖祖辈辈出行难的问题彻底解决。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站在十四五规
划的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把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瞄
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瞄准困扰老百姓柴米油盐、衣
食住行、医学业养等实际困难和需要这个“牛鼻子”，
以“宁愿十年挖一口井，也不要一年挖十个坑”的执着，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不因疲
惫而停，不为诱惑所动，在老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
“病根”和“症结”上对症下药，将一件件为民实事抓实抓



牢，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做“西畴精神”的践行者，锤炼“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本领。无论是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还是项目建设，西畴人干
一行专一行精一行，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把曾经贫瘠的土
地变得富饶，通过自己的苦干实干，把曾经穷苦的生活变得
幸福。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需要新作为。做“西畴精
神”的践行者，党员干部也要时刻保持本领不足、能力恐慌
的危机感，结合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专业化需求，找准着
力点精准发力，开展精准化个性化学习，勤学、慎思、勤践，
努力弥补知识空白、能力短板，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专业作
风、培养专业精神，努力增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知识和能
力，以能担当的宽肩膀、能成事的真本领履职尽责，在工作
中出新招、出实招，出亮点、出成效，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
绩、展现新作为。

年弘扬新时代“西畴精神”心得体会感悟范文2020

加强基层党员学习培训心得体会

铁路基层党员学习心得体会

党员学习红船精神个人心得感悟

周秀兰简介篇二

在山高坡陡、道路崎岖的大巴山深处，活跃着一群“无所事
事”的老人，他们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全上学上下奔波;他们为
了让贫困家庭致富增收劳心劳力;他们为了使青少年树立正确
理想信念苦口婆心;他们为了壮大关心下一代工作力量惮精竭
智;他们，就是数年如一日，倾情为了下一代的区镇关工委
的“五老”工作者，他们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当成了崭新的事
业，作为人生精彩的延续。他们的事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



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的身影镌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一、孩子们上学安全了

08年中小学校校舍危改工程实施后，部分村小因设施不达标、
生源不够而撤销，并入中心小学，只保留下了两个偏远但必
须的村小——灵山村和檬子树村小学。对这两所村小65个在
读孩子来说，蜿蜒狭窄的上学小道是那么漫长，爬山道、过
田埂，越山沟、穿危崖，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身泥，一不小
心就跌上一跤，短短的一两公里路，布满的是荆棘和辛酸。
学校里，空荡漏风的教室和杂草丛生的土泥巴操场，就是孩
子们学习、游戏的“乐园”，常常一天下来，孩子们成了一
群泥猴，正常教学和文化体育活动开展甚是艰难。

得知这一情况后，镇关工委的六位老干部厚着“老脸”到相

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关局争取资金，主动捐出他们一月的退休工资来发动镇里干
部群众捐款捐物，千方百计地筹集到35000元，铺设了村
道(社道)公路到村小的石板路2公里(檬子树村1.2公里;灵山
村0.8公里);维修加固了教室4间;新建了图书阅览室2间，赠
送了图书2500余册;硬化改造了学校操场。上学的路畅了，图
书阅览室建了，做游戏的地方有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甜了。

二、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改善了

因为是传统的山区农业乡镇，山高坡陡、土质瘠薄，经济不
发达、卫生条件差，农村中的大部分家庭仍延续着千百年
来“人畜同厕”的旧传统。特别是近几年，农村的青壮劳动
力大量外出务工，家中只留下满鬓风霜的老人和垂绦嬉戏的
幼童，卫生意识差，自理能力弱，垃圾乱丢、污水横流的现
象十分严重，留守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环境岌岌可危。



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建工作。现在，农村的污水少了，臭水沟没了，垃圾山消失
了，蚊虫乱飞的现象不见了，青山又显秀色，碧水再映蓝天。

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加了

面对着贫困家庭儿童失学辍业，镇关工委的老同志们看在眼
里，痛在心里，一方面动员中断学业适龄儿童入学，另一方
面与学校配合从经济上、家长思想教育上帮助这些儿童解决
具体困难，使其安心就读。

为切实帮助全镇最贫困的60多户家庭脱贫致富，镇关工委先
后为12名残疾儿童向区残联申请代办了残疾证，为8户居民向
民政局申请了低保救济，为8名学生向教育部门申报了困难学
生读书补助。此外，为根除贫困这一“痼疾”，关工委老同
志积极想方，与贫困家庭结成对子，为帮扶对象出点子、想
产业、谋出路，大力支持发展庭院经济和家庭种养殖，主动
上门问所需，及时解决技术难，确保帮扶户生活自足，致富
增收，有效扶持了22名特困生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学业。

四、新一代接班人在健康成长

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发他们珍惜大好时光，奋发学习，找准人生路，做社会主
义“四有”新人。二是联合镇级职能部门先后组织开展
了“3.12植树”、“保护母亲河”、“学雷锋”、“孝亲敬
老”、学习“十八大”等主题实践活动，并对表现优秀的同
学予以奖励，使青少年在活动中明理，在实践体验中传承。
三是针对农村儿童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到校开展法制教育
宣传，使青少年不但知法、懂法，更守法、用法;不但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更树立起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牢固防线。四是
建立留守儿童慰问团，每年“六一”、“教师节”期间，关



工委的老同志们都要到校慰问，带去书籍、笔、墨、本子、
体育用品等慰问品。同时，慰问团还主动深入到问题少年家
庭，对他们进行作业辅导，对他们成长中的烦劳耐心解答，
正确心理疏导;此外还与家长们认真沟通交流，促使他们做好
孩子的良师益友。五是成立了校园周边环境义务监督小组，
对校园周边的黑网吧、台球室、小餐馆等场所义务巡查，对
发现的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以及未成年人上网等情况，严肃
提出，逗硬整改。在今年四月，监督小组巡查到一家黑网吧，
迅速上报给相关部门依法予以了查封取缔。

在学校园丁和关工委老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学生们的学习
环境优化了，思想纯洁了，学习劲头上去了，教育也结出了
累累硕果：2012年初中毕业会考，小学全校700分以上16人，
在西城学区共10所初级中学约占学区700分以上总人数的一半。
该校童园林同学摘取西城学区最高分桂冠。何豪、童园林、
黎秋实三名同学被中学理科鸿志班录取(全市招录50名);刘述
伟、李芙蓉被巴二中鹏程班录取(全区招录80名)，创10余年
来最佳成绩。

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五、关工委的力量强大了

镇关工委时刻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不但积极争取老干部、老
战士、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加入，还注重增强新生力量，
把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吸纳进关工委大家庭中，使关心下一
代工作成为“薪火工程”交接传递下去。2011年，35岁的漩
滩村青年何长明打工回家想发展苗圃种植，但资金短缺，地
块难调，创业无路。得知这一消息后，关工委委员、漩滩村
老支部书记何茂林主动找上门去，帮助他争取创业小额贷款、
协调种植土地，并向他介绍政策信息，联系农技站技术员上
门指导。现在，他的苗圃园已经扩大到120亩，育有核桃树
苗12万株，猕猴桃苗10万余株，板栗苗8万余株，年产值达
到6万多元。关工委的真情帮助，使得何长明主动要求加入关



工委组织，免费提供给镇关工委各类果树幼苗，转赠给贫困
家庭发展果树种植，并主动向贫困户规划种植园地、传授种
植心得，帮扶他们成功增收致富。

就这样，镇关工委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帮扶青年创业、就业
等力措，引导优秀青年服务社会、关心下一代，切实发挥纽
带、连接作用，将爱心永恒传递。也因此，镇关工委组织迅
速壮大起来，在06年成立时仅有7名老同志成员，到今天，已
发展到有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战士25人，青
年志愿者120余人的“大关工委”。与此同时，人人关心下一
代、倾情服务下一代的工作格局和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立正确理想信念苦口婆心;他们为了壮大关心下一代工作力量
惮精竭智。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贤达已经参与
进来;他们的关爱行动，让贫穷落后的山区正蕴育着无穷的希
望!

周秀兰简介篇三

深圳特区精神学习心得体会“敢闯”的精神在于敢闯敢试，
敢热爱。热爱是每一个深圳奋斗者的信仰，也是深圳这座城
市的通行证。四十年来，深圳常住人口增长x倍，为无数逐梦
者提供了筑梦的平台。

于奋斗者，城市是成长的平台，是梦想的归属，是心灵的港
湾。于城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接纳、吸收五湖四
海的优秀人才，更新城市血液，提升城市活力，共绘城市蓝
图。以热爱之名，去拼搏、去奋斗，以热爱灌溉勇气，敢闯
敢试、无悔奋斗。涵养“特区精神”，始于热爱。

“敢创”的劲头在于敢为人先，敢突破。创新和突破是深圳



特区的代名词，是深圳的根和魂。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创新，而四十年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也
充分验证了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决策的正确性。改革创新是
经济特区的生命线，涵养“特区精神”，要始终坚持“敢
创”的劲头。

深圳特区在改革创新中始终走在前列，大力推进产业创新和
人才引进，推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敢为创新、
积极探索，形成如今高新企业云集、优秀人才聚集的良好局
面。创新始终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敢为人先，敢突破。涵
养“特区精神”，立于创新。

“敢干”的作风在于埋头苦干，敢坚持。总书记鼓励干部群
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埋头苦干，以实干出真知，以
坚持落实绩。涵养“特区精神”，要始终坚持“敢干”的作
风。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踏踏实实传承，勤勤恳恳创新，
脚踏实地，务实作风，敢于仰望星空，亦敢于埋头苦干。

经济特区为热爱与梦想提供了机遇，但成功的花从来不会轻
易绽放颜色，总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于坚持、务实进取，踏实“敢干”
的作风，埋头苦干，敢坚持。涵养“特区精神”，久于坚持。

周秀兰简介篇四

敢闯”的精神在于敢闯敢试，敢热爱。热爱是每一个深圳奋
斗者的信仰，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通行证。四十年来，深圳
常住人口增长x倍，为无数逐梦者提供了筑梦的平台。

于奋斗者，城市是成长的平台，是梦想的归属，是心灵的港
湾。于城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接纳、吸收五湖四
海的优秀人才，更新城市血液，提升城市活力，共绘城市蓝
图。以热爱之名，去拼搏、去奋斗，以热爱灌溉勇气，敢闯
敢试、无悔奋斗。涵养“特区精神”，始于热爱。



“敢创”的劲头在于敢为人先，敢突破。创新和突破是深圳
特区的代名词，是深圳的根和魂。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创新，而四十年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也
充分验证了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决策的正确性。改革创新是
经济特区的生命线，涵养“特区精神”，要始终坚持“敢
创”的劲头。

深圳特区在改革创新中始终走在前列，大力推进产业创新和
人才引进，推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敢为创新、
积极探索，形成如今高新企业云集、优秀人才聚集的良好局
面。创新始终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敢为人先，敢突破。涵
养“特区精神”，立于创新。

“敢干”的作风在于埋头苦干，敢坚持。总书记鼓励干部群
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埋头苦干，以实干出真知，以
坚持落实绩。涵养“特区精神”，要始终坚持“敢干”的作
风。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踏踏实实传承，勤勤恳恳创新，
脚踏实地，务实作风，敢于仰望星空，亦敢于埋头苦干。

经济特区为热爱与梦想提供了机遇，但成功的花从来不会轻
易绽放颜色，总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于坚持、务实进取，踏实“敢干”
的作风，埋头苦干，敢坚持。涵养“特区精神”，久于坚持。

周秀兰简介篇五

雷锋精神倡导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践行的
是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人生信条。雷锋的一生，是短暂的
一生，也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哺
育下，他自幼立下了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雄心壮志。他在
求学时刻苦学习，在望城县做公务员时勤恳工作，当推土机
手时就吃苦耐劳，参军之后又苦练驾驶技术和杀敌本领，处
处体现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螺丝钉”精神，直至
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说到学雷锋，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做好事，比如帮助老弱孕残
幼、为有需要的人群捐款。乐于助人，固然是雷锋精神的一
项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做好本职工作，在个人岗位上尽责
履职同样是在践行雷锋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
一行，是雷锋精神的重要内涵。无论在哪里，他都能自觉服
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勤勉敬
业，精益求精，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平凡岗位上做
出不平凡的成绩，这一点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仍然是需要的。

践行雷锋精神，做好本职工作，简单说就是要把分内事做好。
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时刻牢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把“螺丝钉”精神深植到工作日常中，不让雷锋精神“三月
来，四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