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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汇总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河南调查报告篇一

汇报如下：

该次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惨痛，整个城市运营管
理系统存在的短板和漏洞等历史问题不可忽视；一些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缺乏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城市建设“重
面子、轻里子”；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薄弱，预警与响应联
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值得所有人员痛定思痛深思。“7·20”
特大暴雨灾害与其他灾害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存在可控和不
可控的因素，如果命令下发及时一点，如果处置得当一些，
很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次后果这么严重的灾害了。

这次灾害虽然我们并未亲身体验，但我们还是应该认真进行
自我反思，因为违章蛮干、工作不认真、安全意识差等问题
很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因为对安全的不在乎，轻
则可能被考核，重则可能给同事、群众、甚至自己带来不可
预计的灾难性后果。

通过此次事件也告诫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应该明白：
1。察责任担当。顺境逆境看襟怀，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急
难险重时刻，越能看出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要看责任意识，
看其是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
这根弦，恪尽职守、主动作为，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要看担当精神，看领导干部面对突如其来的



汛情、转瞬即逝的生机，是否敢于担当、敢于拍板，不负组
织和群众的信任；看普通干部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否豁
得出去、顶得上来，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向汛情险情逆行冲锋；
2。观工作作风。急难险重任务是检验干部作风的最佳“试金
石”。要看工作实效，看其制定的工作措施是否具体可行，
落实各项防汛救灾任务是否及时有力，有没有存在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官僚主义现象。要看团结协作，看其是否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
一股绳，有没有本位主义、心得体会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
情况。要看为民情怀，看其是否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摆在第一位，面对汛情险情能否挺身而出、英勇奋斗，经受
住考验；3。识能力水平。干部之间的能力素质差异，平时或
许难分伯仲，关键时刻却立见分晓。要看其面对汛情险情的
态度，是惊慌失措、进退失据，还是临危不乱、冷静应对，
看能否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抓住关键，科学果断决策。
要看专业素养，看其能否运用专业知识、专业思维、专业能
力处置汛情险情，提高防汛救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看落
实能力，看其能否严密细致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应急
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

总之，通过此次事故灾害，要求明确落实“一岗双责”，加
强安全学习及工作落实。对进一步明确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
严峻形势，不断提升自身在生产生活对各项危险的防范能力
和防控能力。

河南调查报告篇二

近日，我认真阅读了有关郑州水灾的调查报告，深深感受到
了其中包含的许多值得反思和改进的问题。郑州水灾发生后，
全国人民对此事深感痛惜，同时也对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了
质疑。作为一名公民，我希望通过阅读调查报告，了解水灾
的真相，同时也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改进，以应对类似灾
情。



首先，我被调查报告中关于缺乏应急预案的问题所震撼。水
灾发生后，由于没有及时制定和实施应急预案，导致救援行
动不够迅速、有序。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也给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水灾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一些
措施，如加强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应
急处置能力，都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个人也应该注重自身
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其次，水灾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也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水灾的洗礼，我们看到了一些城市
的排水系统、道路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城市面积的不断
扩大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我们应该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抗灾、
排涝和应急能力。只有在基础设施更健全的基础上，城市的
韧性才能更强，更好地抵御灾害的冲击。

第三，水灾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对群众预警措施的不足也给我
带来了重要启示。水灾发生后，许多群众表示并未收到灾害
预警信息。这无疑增加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因
此，政府应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信息互通，包括通过短信、
微信等方式及时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同时，我们个人也应
该加强自身防灾意识，加入相关应急机构或社区，及时获取
灾害预警信息。

然后，我对水灾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对政府应对工作的批评深
感触动。报告指出，政府在应对水灾的工作中存在不作为、
不作为、不作为的问题，给群众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巨大麻烦。
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作为公共事业的责任，及时做好抗灾救
援准备工作，切实履行带头作用。同时，政府要加强内部管
理，加大对灾情的监测和预警力度，提高应急反应速度，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最后，水灾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对数据收集和汇总工作的要求
也给我留下了思考。在应对水灾时，准确的数据信息对决策



者和救援人员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气象、
水文等部门的支持，提高数据质量和实时性。同时，我们个
人也应该关注相关数据信息，了解灾情，做好应对措施的准
备。

总而言之，郑州水灾调查报告的发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
了解灾情和改进工作的机会。通过阅读调查报告，我们深刻
认识到了许多与灾害防范和抗灾工作相关的问题，并对政府
的应对措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应该加强个人防灾意识，
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同时也期待政府
能够全面、高效地履行应对灾害的责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未来面对类似灾情时更加
从容应对。

河南调查报告篇三

》，以下是我本人的一些体会:报告对河南郑州“7·20”特
大暴雨灾害的防范情况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分析整个报告体现
了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调查细致入微，没有纵容包庇、文
过饰非现象。该篇调查报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细致程度，
值得学习和弘扬;全文没有口号和套话，处处体现冷静的分析
和总结，值得信任和肯定;同样，相信追责、问责处理结果也
应能获得大多数人认同。此次暴雨危害，最令人印象深刻是
郑州地铁的受灾情景，大水淹没了地铁，许多乘客脚踩在座
椅上，只留下头部在水面上保持呼吸，有的乘客没有等到救
援的带来。这给所有其他城市地铁敲响了警钟，这绝对不是
最后一次暴雨，如何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是需要我们深刻
反思的，大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更
要把预防自然灾害的思想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我们在大自然
面前显得依然很渺小，大自然的灾害是无情的，我们要吸取
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尽最大努力降低危害。遇到灾情，救
援必须迅速，各部门和单位要积极组织协调配合，落实责任，
合理安排，与时间赛跑，紧急行动，把伤亡降到最低，第一
时间开展救援;对重点区域和尚未脱离险情的区域，运用各种



手段，转危为安，尽快把受困人员解救出来，使受困人员得
到妥善安置。灾害从来不是“假想敌”，防范灾害必须杜
绝“没想到”。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
一个基本国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灾害应对处置
中汲取教训，改进灾害防治工作，更好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
力，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统
筹发展和安全，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前车不忘，后车之师，要深刻
吸取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经验教训，痛定思痛、
知耻后勇、“亡羊补牢”、居安思危，积极完善、严格落实
报告中列举的改进措施，才是下一步迎接新挑战、打赢翻身
仗、重塑新形象的关键。

郑州720总结

本文来源：

河南调查报告篇四

近日，郑州市长的相关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名
普通市民，我也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对其中的内容有
了一些体会和感悟。

首先，我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市长的一举一
动都会影响到广大市民的利益和幸福。因此，市长在工作中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坚持廉洁自律，维护公正无私的形
象和行为。而此次调查报告揭露了市长一些不当行为，这无
疑让广大市民对于市长的形象产生了一些质疑和失望。

其次，我也注意到，此次调查报告所揭露的问题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比如，政绩观过
于追求项目数量和质量、权力寻租的倾向、执法不公等。这



些问题虽然看似琐碎，却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安
全感。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并采取切实的措
施加以解决。

再次，我也认为，此次调查报告的公开透明性很高，展现了
政府的诚信和公正。而对于广大市民而言，权力的公开透明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应该加强信息公开
和舆论监督，让市民对于政府工作的了解更加透明，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最后，此次调查报告也是一个治理体系的样本，展现了政府
监管的严格和公正。在治理体系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制
约机制，激活社会监督力量，加大问题查处的力度，让不当
行为在惩处和警醒中得到有效遏制。

总体来说，此次郑州市长调查报告的公布，不仅对于郑州市
政府而言，更是对于全国政府的一次有益提醒。在治理方面，
我们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公开透明和有效监督，达到让权力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个别公职人员
的不当行为，从细微处把控好发展的大局，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河南调查报告篇五

据说，日本也有”人类来源于河流”的说法，黄河自古就被
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她与长久的历史同流至今，与中国
人的生活紧密相关，象征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
上曾多少文人骚客以诗描写黄河的汹涌澎湃之势；唐朝诗人
李白在他的《将进酒》一诗中以铿锵有力的句子这样赞誉黄
河：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在近代，日本人士特别熟悉的郭沫若先生曾留下了”黄河之
水通江户，珠穆朗玛连富士”的名句，用比喻中日两国之间
的友好关系。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广为人们所使用的谚语，
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基于上述的意思，我想，今天务
必请诸位到黄河边上一游，面对着气概磅礴的黄河，回想对
照一下我们两国间过去那种关系和今日的友好关系，希望大
家能从吸取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友情的力量。这样，我就安
排了这个参观计划。

首先请看正面的这条河，这一定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黄
河。众所周知，她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在山东省注入
大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0xx平方公里。据说东京
至博多的新干线长1176公里，那样请您记住：黄河的长约从
东京到博多两个半来回的距离。黄河的源头是一股清泉，然
而由于游经中游的黄土高原，大批的泥沙流入河中，所以到
了下游时，竟成了世界上最混浊的河。”百年待河清”这一
日本人也使用的中国谚语，一定是比喻黄河水之混浊的。每
年经黄河水流走的泥沙有16亿吨之多，水中含沙量年平均37%，
到了雨期，达到60%。假如用这些泥沙修建一个高一米、宽一
米的堤防的话，这个堤防能够绕地球27圈！这些泥沙的三分
之二流入了大海，三分之一沉淀在下游的河床上，每年将河
床抬高三到五厘米。所以，下游河床已高也堤外的地面，成
了悬河。这一定是洪水泛滥的缘由，也一定是说，下游是这
条大河的软弱环节，这一带的河床也比郑州市内的地面高出
七米。

由于这些缘由，过去的人们饱尝频繁泛滥的洪水之苦。据记
载，历史上20xx年之间，洪水竟泛滥了1500次，实际上是四
年三决口。其中最惨无人道的是1938年国民党部队曾人为地
决堤，引起洪水泛滥。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像这样被充作战争
的有力兵器，难怪百姓常言道：”乱世洪水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黄河流域的人
民群众在中、下游修建了1000多公里长的大堤，建起了水利



发电站，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因此，解放后的41年间，黄
河从末泛滥过。而且，通过治理的黄河水被充分运用于都市
用水、农田灌溉和发电，成了一条造福于民的河。

总之，这条大河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界既有破坏，也有创造，
正是这条大河孕育了中华儿女。那边那个白色塑像，就生动
地表现了这个主题。塑像高5米重12.5吨，取名”培养”。身
着唐装，端庄贤淑的母亲慈爱地看着怀中的小孩，充分表达
了中华民族与黄河年在关系。

诸位请看四周的山，这一带的山称邙山，一直从洛阳绵郑州，
过去是荒山秃领，通过绿化，现已是浓阴笼罩。游览区的一
些参观项目就掩映在这绿色之中。

先请看右面的山头，那儿一些古象的雕塑，欢腾奔跑，妙趣
横生。只是为啥在如此精美的地点不修一些外形美观的动物，
而偏偏是古象呢？诸位能答复得出吗？好，请大家好好猜一
猜。

诸位请往左边的山上看，那儿有游览区的另一个重点项目---
-古代黄河治水传奇中的大禹的像。矗立在黄河岸边峭壁上的
这座石像，高10米，重150吨。左手握一像锄头似的工具，右
手高举，目光炯炯凝视着河的远方。大禹的父亲鲧也曾治水，
但最后来失败。大禹治水时，总结教训，创造新方法，缍成
功。并打下政治权利的基础，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之王。”制黄河者治国家”一语或许就由此而来。为治理这
条暴虐的河，过去的大众用尽了智慧和体力，而人类的智慧
又在治水中发展。因此黄河又被看作是智慧的源泉、中国文
化的源泉。

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黄河文明，现如今山下正兴建一座将
由三千块碑组成的黄河碑林。碑林集中了从唐朝至现代前来
这个地点瞻仰黄河的诗人和文人们的作品，一旦完工，可与
集中了历代石碑的西安碑林相媲美。



四周的山上还有一些亭台楼阁，均起眺望的作用。唐朝诗人
王之涣在《登鹳鹊楼》一诗中这样写道：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正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登上高处，
远眺黄河，更能懂得其气概。假如可能，今天我想领诸位一
直登上那个最高的阁楼。

那样，在登山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关于古象的答案吧。诸
位猜到了吗？

看来答案各异，实际上四、五十万年前的河南是亚热带，当
时有许多亚热带的动、植物，其中就有古象。而且，据出土
的甲骨文一人牵一象的象形文字证明，三千多年前还有古象
存在。另外，古代中国分为九州，现如今的河南省属豫州，
豫即象特别多之意。因此，”豫”这个字仍用作河南省的简
称。山上的古象塑像显示了这个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