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 贵州省情学
习心得体会(精选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
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解放四十年来，我省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贫富差
距很大。与相对发达的黔中、黔北地区相比，边远落后的民
族地区则处在另一极点上。这些地区多少年来十分艰难、痛
苦地挣扎在贫困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具体原因究竟何在
呢?带着这个问题。

该县位于黔西南边缘南、北盘江夹角的崇山峻岭地带。全县
土地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16万9千人。主要居民为布依
族，点总人口的74%。册亨县原是一个布依族自治县，1984年
取消自治，归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并列为全省26个
贫困县之一。近四年来农村人均口粮只有350—400斤，人均
年纯收入130—150元，远远低于全国乃至本省的农民人均口
粮和纯收入水平，大多数农民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贫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探索的不仅仅是贫穷的
现状，而且还有贫穷的过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
地区总是一直处于贫困的境地之中。

(一)农业基础薄弱

册亨县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现有耕地面积19万亩，
人均1.2亩，比全省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0.71亩还多0.49亩。



但耕地质量低劣，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差不多占现有旱作耕
地的一半。全县稻田面积中，中低产农田就占了70%。没有灌
溉设施的“望天田”仍占相当大的数量(约55%)，水利有效灌
溉面积不足耕田总量的三分之一。近几年来，由于人口不断
增加和片面抓粮食生产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赶山吃饭，
毁林毁草开荒，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加之地貌类型复杂，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天然降水时空分布
不均;山多陡峭，流径量大，土地涵养水源能力差，因此水土
流失严重。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
占总面积的半数。根据有关部门对南、北盘江浸蚀模数的计
算，每年县境内通过大小溪沟、河流外泄泥沙约140万吨，计
有5千多亩耕地的表土被冲刷流失。再加上山区农民耕作技术
落后，基本上是粗放经营，施肥少、产前产后服务差，缺乏
科学管理，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农民习惯于刀耕火种，
不用肥料，不精耕细作，使得土地肥力逐年递减。由于土地
的贫瘠，基本上是广种薄收。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干旱、伏旱、暴
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如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的干旱持续
半年之久，水稻栽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只及前一年的58%;紧
接着又暴雨成灾，秧苗长势正旺的4,800多亩稻田被洪水淹没，
其中1,700多亩被彻底毁坏，造成粮食减产2,700多吨。耕地
质量差，自然灾害多，农民依附着瘦薄的土地，坐山吃山，
抵御灾害的能力低，办法少，一遇灾害就欠收，这种“被动
挨打”的局面从解放初期延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该县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不高。截至1987年，全
县农业机械动力总量仅有852.96万瓦，平均每万亩耕地只有
农业机械动力0.43万瓦。而且还由于管理技术落后、操作水
平低、保养差、油料缺乏等因素，十分有限的农业机械设备
多数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有农活几乎全靠手工操
作，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农业生产方面这些不利的客观因素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人均



拥有的耕地面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整个农业生产尚
在“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窘况中为解决温饱而奋斗。

(二)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缓慢

自解放三十多年来，该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
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半自然经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于
自然条件及政策等诸主面的限制，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十分
缓慢。1951年是册亨县解放的第一年，农业生产的商品率
是13%，这个比例自然是很低的;但经过六年的发展到1957年，
也只达到15%;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商品率达到21%，仍然是
很低的;到1987年增到23%;1988年又下降到19%。牧业商品生
产的发展几乎与农业是平衡的：1951年和1957年的商品率都
是14%，1978年是21%，1987年是25%，1988年略有下降，接
近25%，发展也是很缓慢的。林业算是该县所长，森林覆盖率
为17%，高于全省14.5%的水平，因此林业商品生产的发展相
比农业与牧业要快要高：1951年为33%，1957年为35%，1978
年为50%，1987年为53%，1988年上升到73%。

市场不健全、集市贸易不发达，也是制约该县农村商品生产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册亨县农村经济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
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状况，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
因，对于由各种生产要素专业市场组成的适宜商品经济发展
的开放性市场的要求望尘莫及。同时，农贸市场也非常残缺，
全县区(镇)乡共有集市20个，平均8千农村人口才有一个集市，
而且这些集市规模小，只限于少量农副产品的交易。大多数
集市与集市之间距离远，交通十分不便。因此整个流通领域
没有真正搞活，大桩农产品产销很难直接见面，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总起来说，该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只是占了十分有限而有
利的自然条件的一点便宜。其他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的后劲仍
然很不足。



(三)工业生产十分落后

册亨县工业产值极低，198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500万元左右。
该县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为开发矿产资源，一哄而起
办了很多锑厂，至1987年10月先后建起了县锑选厂、华侨锑
深加工厂、民族锑冶厂、联合锑厂等。但由于设备简陋，缺
乏电力，原料又是由私人个体开采经营，地质勘探工作无法
得到深入，找矿缺乏科学依据，生产率很低。因此原料时多
时少时无，不能保证计划供应。再加上技术、管理水平差，
工厂常常处于半瘫痪状态。目前，这些盲目投资、争相上马
的.企业正在滑向破产的边缘。为开办这些企业共向银行贷
款686万元，其中517万元现已无力偿还。

该县酒厂本应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厂，所生产的“灵芝
酒”被评为1985—1986年全省优秀产品三等奖，深受消费者
喜好。在连年亏损、不景气的情况下，1986年略显生机，产
量达2,000砘。但由于设备、技术、原料、管理等诸多因素的
制约，产量仍十分有限，经济效益很低。

(四)地处偏僻，交通闭塞

发展交通运输是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但该县由于地处偏僻，
交通十分落后。册亨县城离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广西百色
市分别为130公里和220公里。距离省城贵阳400多公里，没有
直达客车，出差贵阳要中途展转两天才能到达。汽车是该县
唯一的交通工具，但县境内公路量少，现有公路13条，总长
仅376公路，通车里程才310公里，还有13个乡不通公路。以
面积计算，每百平方公路才有公路1.4公里，大大低于全
省(15.8公里/百平方公里)和全国(9.2公里/百平方公里)的水
平。全县公路没有一条柏油路，坡陡弯急，路面狭窄，危险
路面多，桥涵多，基本属于四级和等外级公路。晴通雨阻的
路段常年有100公里左右，占通车里程的三分之一。总起来说，
该县公路数量少，质量差，技术标准低，通过能力弱，且分
布不均。公路运输在工农业生产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许



多地方几十年来运输全靠人挑马驮，效率很低，严重影响了
生产的发展。

(五)生产力落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少、边、穷地区多是一个封闭体，是一个未开化的地带，地
上地下都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地区
确是“富饶的贫困”。若论册亨县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
自然的资源优势占主要地位。到目前为此，已发现的地下资
源有金、锑、硫磺、雄黄、珠砂、铅、火硝、大理石、冰川
石、无烟煤、铜、铁、锡等宝贵的矿产资源，还可能蕴藏有
石油资源。据地质部门测定，册亨金矿还是个富矿，很有开
采价值。

若是各方面条件具备，可根据市场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开采加
工，单凭发展原料工业和初加工工业，就能使国民经济得到
翻身。但因该县人力、财力、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等条
件“先天”不足，在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显得无能无力。

册亨县的地上资源主要是林木。林地面积有66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17%，高于全省(14.5%)和全国(12%)的水平;人均占有
林地面积4亩多，也高出全省和全国的水平。据1985年清查森
林的统计，全县成用木的活立木蓄积量高达519万立方米。由
于多年来有关林木管理和开采的政策措施不得力，加之林区
交通不便，多少年来一直是死采树，采死树、采树死。一没
采伐计划，二无林产品加工业，三是交通不便，因此森林经
常遭到乱砍滥伐，每年腐烂在深山沟里的有用木材不计其数。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林产品加工业和解决长途运
输问题;可是要全面解决这两大难题却又是该县本身现有的人、
财、物力所无法办到的。

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贵州省情”课程是贵州省加强大学生思维政治教学的一门



新课程，是在贵州高校一切专业大专和本科开设的必修课，
一般院校与成人院校相同，本科与大专相同，文科与理科相
同。通过教学恳求学生掌握贵州省情的底子概念、底子理论
和研究方法，使学生对贵州的底子状况和打开规矩有比照明
晰的知道，并能理论联络实习，解决实习中的疑问。为了协
作讲堂教学，营建自立学习、协作学习的空气，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注重学生实习运用才干的培养，特制定本
方案。

进一步加深对“贵州省情“课程知识的了解、掌握和运用，
能够理论联络实习，学会运用远程教学的学习方法打开自立
学习，并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习生活中的实习疑问。

学生除了参加讲堂教学、网上学习、小组谈论等课程教学活
动外，可由学校组织一次有关贵州省情的社会查询活动或举
办一次省情实习讲座、观看实习性专题片，或联络学生往常
对贵州省情实习状况的查询和了解进行一次实习疑问谈论等
方法进行课程社会实习。（网上“往常作业册”最终有一次
社会查询实习作业练习）。能有用加深对课程知识的了解和
掌握，前进实习运用才干。

各校依据“贵州省情”课程教学方案时数组织讲堂教学和谈
论外，恳求引导学生使用多种媒体的教学本钱进行自立学习，
打开网上谈论、进行社会查询、举办实习讲座或观看实习性
教学片、进行社会实习谈论等，并写出查询陈述，作为往常
查核效果的鉴定依据。

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在2021年的贵州省情活动中，我有幸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一起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受到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瑰
丽壮丽的山水风光。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所见所闻、所感所
想都让我受益匪浅。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千姿百态的山水风光

贵州的山水风光是如此的瑰丽壮观，让我惊叹不已。在贵阳
市，我看到了建筑别致的贵阳大数据综合体，领略了贵阳市
的新兴科技产业魅力；在遵义市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感受
到了红军长征走过的艰苦和牺牲；在黔东南州的昭通风景区，
更是看到了神奇的奇石和山水画卷一般的风景。除此之外，
在龙里县的董公寨、黄果树瀑布、九龙洞等著名景点，也让
我领略到了贵州独具特色的山水美景。

第二段：扎实的脱贫攻坚成果

在贵州参观考察期间，我不禁被当地的扶贫成果所感动。我
们去了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那里我看到了贫
困户的家中装修情况不断改善，以及正在享受城乡社会保障
一体化政策的老年人。在肇兴村，我们一行人还亲身体验了
村民自发建立的“肇兴之旅”乡村旅游项目，这不仅提升了
当地村民的脱贫增收，同时也展示了文旅融合的新面貌。这
些扶贫成效是贵州在脱贫攻坚上的跨越式发展，更是带给我
们无限的启示和鼓舞。

第三段：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

贵州大山深处藏着许多美丽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在凯里市
博物馆了解到当地的黔东南苗族文化，参观了苗族传统音乐
创作交流中心。在那里，我尝试弹奏“蜗牛爬”，体验了一
把苗族音乐的神秘感。同时，我们还去了仁怀市参观茅台酒
厂，品尝了这个四大名酒之一的当地特色美酒。贵州的民族
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它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体
现了现代化的时尚思维。

第四段：多元化的产业发展

贵州不仅有着瑰丽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还在各领



域积极探索，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构建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体
系。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去了贵阳市的贵阳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基地，参观了高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认识了贵阳市的
科技创新力量。此外，我们还前往贵州丹寨的绿色食品生态
科技示范园区，了解到当地的生态农业企业发展情况。贵州
在发展中注重实践与探索，不断更新自己的发展思路。

第五段：深刻的感悟

在贵州省情活动中，让我领略了一个不一样的贵州，旅途中
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让我受益匪浅。我深刻认识到，旅
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探索新的地方，更是为了找到新的自
己。在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相处中，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对
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感谢“贵州省情”让我在此次旅行中收
获了更多的成长。

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要实现到
与全国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贵州就必须打赢脱贫这场攻坚
战。新时代贵州必须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解决好巩固
脱贫与持续减贫并存、全面减贫与重点攻坚并存、任务艰巨
与时间紧迫并存的问题,确保如期脱贫,与全国同步全面小康,
乘势而上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改革创新重任在肩。新时代贵州必须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
为赢得发展先机的关键一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各
方面改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突出问题导向,坚持走差异化创
新路子,不断激发内生源动力、引入外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
争力,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站得稳、群众认可的改
革亮点,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

生态环保责任重大。“多彩贵州,拒绝污染”已经成为贵州人



的共识。新时代贵州必须坚决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健全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加强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全力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

民生保障任重道远。新时代贵州必须始终千方百计增进民生
福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
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促进就业创业增收,加快社
会事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谐安定环境。

贵州省情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贵州省是一个素有多民族、多文化、多山水之美的省份，素有
“天然大花园”之称。最近，在贵州省委宣传部和贵州省文
化和旅游厅策划组织下举行的“全国媒体贵州省情行”系列
活动，让我有幸深度认识贵州，感受到了她的文化魅力与骄
人成就，也体会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好客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在这次活动中，我深有感触，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的
心得体会。

第一段：开阔视野，感受多元文化

贵州省是中国的少数名族自治区之一，境内有18个少数民族。
在这个土地上，少数名族的文化绚烂多彩。通过这次省情活
动，我深入走访了贵州不同地区，了解到了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的阿依河一号大桥、织金万峰林旅游区的苗族古寨、
贵阳观山湖区的国际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基地等地。这些地方
不仅体现了当地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先进的科技创新，在这里
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和谐。贵州大地
的独特魅力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对贵州文化更加了解和认可。

第二段：感受热情好客，体验奋发向上



在这次省情活动中，贵州人民的热情让我感受深刻。无论是
在旅游景区还是在街头巷尾，每次我们需要问路或者有其他
需要帮助的时候，当地人总是热情地给予我们帮助和指导。
在省情活动组织方面，他们也是非常周到和细致，让我们深
刻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我感到贵州人民的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非常值得学习和推崇。他们勤劳、朴
实、开拓进取，充分展现了贵州人民的开放心态和追求者的
高度。

第三段：学习先进，借鉴经验

在贵州省情活动中，我们深入了解了贵州各地的生态建设和
旅游业发展情况，其中贵安新区的高新技术研究院、织金万
峰林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开发、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服务创
新等在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我们
应该学习这样的经验，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
以优秀的创新思想和务实精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第四段：加深认识，树立正确价值观

在这次省情活动中，我们参观了贵州省文化遗产保护评审中
心，并了解了贵州省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这使我们更清晰
地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观。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一些贫困地区的劳动力
转移和当地产业扶贫工作，加深了我们对贫困地区发展的认
识。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社会前行和发展中来。

第五段：总结回顾，展望未来

通过这次省情行活动，我们收获颇丰，既见证了贵州省的独
特魅力，也学习了她在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的优秀经验。
我们在活动中感受到贵州人民勤劳、热情、创新和奋进的精
神风貌，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和信心，我们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们也能够成为像贵州人民一样向上向善、充满创
新和进取的人。同时，我们也相信，贵州省在中国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进程中，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取
得更加骄人的成就。我们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关注贵州的
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供积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