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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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篇一

授命到大岭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已经整整3个月了。今天
一大早，我就接到村里老支书杨锡荣的电话，说村里今年烤
烟长势喜人，是不是到几个农户家去鼓励一下，我正有此意，
便欣然答应。

记得3月21日，我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部里分配给我的一个任
务就是扶贫。在参加完全县扶贫工作大会后，第三天我便驱
车来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壶瓶山镇大岭村。大岭村距离壶瓶
山集镇25公里。踏入村部，迎接我的是村支部书记李启斌和
老书记杨锡荣。

次日，我和工作队的覃凤逸以及李书记开始了全村的走访调
查。老书记也亲自陪我们一起走村串户，了解村情。大岭村
坐落在著名的自然风景名胜壶瓶山大峡谷谷口，三面环山，
一道峡谷与外界相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村域面积27329
亩，森林覆盖率96%，耕地1090亩，总共451人。走访中发现，
5岁-45岁之间的学龄儿童和青壮年劳动力较少，60岁左右的
老人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学龄儿童都在集镇读书，由于路
途遥远，大多需要一名家长陪读，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在外打
工，只有农忙或者过年过节才会回来。

村里的简易公路只能通行本地人的出行神器麻摩。那天，我
们走访距离主线公路最远的张文业家，从村部出发，在麻摩



车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改为步行，在很陡的山坡路
上走走停停，3个小时后才到达。此时，我早已是精疲力竭，
平房主人老张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眼前的一幕却让我忘了
疲惫:破旧低矮的平房，苍老的青砖石瓦，一张正对门口的八
仙桌，桌面上整齐地铺了一层报纸，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
褶、皮肤黝黑的男人坐在门边上发呆。走进屋里，眼前一片
荒凉，我们不禁沉默了。

老张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烤烟种植为例,每亩成品烟叶的总
收入在4000元以上，所需的烟叶专用肥料、劳动力、运费就
要花掉一大笔钱，正常情况下，烤烟种植每亩净利润只有260
元，再加上肥料和成品烟运输成本的增加，相对于交通发达
的村，每亩收益减少300元，农民除了自身劳动力收益，实际
上发展种植收益微薄。

当时，老杨书记还讲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冷笑话:前两年，惜粮
坪的杨老养了几头猪，陡峭的山路连猪都赶不下来，只有杀
了请人将猪肉背下山，一头猪200多斤肉，卖了2400多元，结
果请人上山杀猪花了200元，请4个人背下去花了600元，再加
上买猪仔的600元，除去自己背猪仔上山和喂猪的粮食、人工，
毛利1000元，细算连喂猪花的饲料钱都不够。

那天，我们从栽烟谈到修路，从人畜饮水谈到茶叶发展，不
知不觉，已日落西山，下山已是不可能了，经不住老张热情
的挽留，我们留了下来，老张用山里人待客的饭菜招待了我
们。3月大山的夜晚还是挺冷的，我们一群人围坐在火堆边，
一直聊到深夜。

今天，我们在老张家又待了大半天，继续聊脱贫，聊发展。
我们都认为，其实山里人不缺智慧，也肯吃苦，独特的气候
条件生产出来的烤烟、茶叶、腊肉、蜂蜜、土鸡等都是城里
人趋之若鹜的好东西，交通不便才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最大
的拦路虎。只有打通了交通这个脱贫攻坚的神经末梢，山里
百姓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值得欣慰的是，石门县近两年响应常德市委交通大会战号召，
西北山区的交通大环境正在快速得到改善，而大岭村的公路
建设也已经被纳入扶贫规划，山里百姓有福了。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篇二

“教育扶贫”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其根本
在于“精神扶贫”。它不是简单的对扶助对象“授之以鱼”，
更多的则是“授之以渔”，引导受助者寻找造成贫困的根源，
鼓励他们树立改变落后面貌的思想，提高教育文化素养，变
被动脱贫为主动致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辅助”作用
大于了脱贫的“扶助”效果。

但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对“教育扶贫”的理解失之偏颇，
将“教育扶贫”形式化、表面化。为了追求短期政绩，给自
我脸上贴金，往往采取“过节送礼、寒冬送衣、捐书捐物”
的方式，让受赠者感恩，表面上能解燃眉之急，“立竿见
影”，实则忽略了扶贫的根本在于激发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

某校为贯彻落实对中职生的“教育扶贫”，大搞春季招收职
业高中学生工作，也对招收的农村中职学生按国家政策实行
了免费，享受了国家助学金，但却忽视职业技能培训，放松
学生思想教育，不中职校学生难以学到一技之长;更有甚者，
把学生作为劳动力输出，赚取中介费。到统计“教育扶贫”
数据时，将减免中职生学费、给中职生发放国家助学金作为
管理者的政绩，重视了“扶助”而忽略了引导，让老百姓对
职业教育丧失信心。

“教育扶贫面子工程”的另一表现是对农村村建远程教育设
备的投入和村建图书室的捐赠。诚然，远程教育设备的有效
使用、农家书屋的适时开放能让边远农村享受到精神食粮，
能扩大贫困户的知识面，拓宽他们的致富路。可是，如果对
投入的设备和捐赠的图书不能有效利用，而只在上级检查时
拿出来做做样貌，这样的投入不只造成物质上的浪费，还给



村民留下十分不好的印象。

还有一些地方，对贫困地区学校投入很多实验器材、图书资
料，但由于学校教学人员的不足或学校硬件设施的缺乏，只
能造成器材和资料的闲置。有的村小教学点专业教师缺乏，
便由中心校指派教师“走教”;一些学校对不能正常入学
的“三残儿童”实行“送教上门”，但对“走教”和“送
教”的教师没有建立激励机制，教学人员只图完成任
务，“走教”“送教”流于形式，校长在上级检查的时
候“面子”有了，还可能被上级表扬“有创新”，但这样
的“扶贫”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边远地区教育的贫困，这
样的“扶”不能很好的将“辅”贯穿于扶贫过程，所起作用
是很小的。

“扶贫先扶志”，“扶志”就是要让专业人员对他们悉心辅
导，让贫困者树立脱贫致富的意识，掌握脱贫致富的本领。
它更不是面子工程，而要求我们真抓实干，仅有思想上“扶
志”，本事上“扶智”，才能使贫“脱贫攻坚”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篇三

文明是考量一个人素质的标准，拥有它，你就会拥有一笔无
形的财富，会使用它你就会形成自己所独有的魅力。所以我
们要遵守文明，真做一个文明的市民。

我的姑姑是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她在今年光荣的加入了扶
贫的队伍。她时常给我讲她的见闻以及她对，贫困山区儿童
读不起书，这一事件的同情。他说刚开始下乡的时候还有点
不习惯，因为他是我们家的一位女孩子，爷爷奶奶都很宠她，
他下乡工作也也是第一个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姑姑毅然
决然地下乡了。爷爷知道说服不了姑姑，只能作罢。姑姑也
是男人的性格，下乡再苦再累，和家里打声电话报来的只有
喜没有忧。姑姑说她很享受这种乐趣，我有时调侃姑姑



说“说你这是母性光辉太泛滥了”。而姑姑却嗤之以鼻。

与让其国家输血，不如我们自己造血。我觉得虽然我们只是
作文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但我们应该扶贫贡献出自己的
一点爱心。现在许多小区都有了一个绿色的捐物箱，我们可
以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洗干净消过毒，然后放到箱子里，或
者是把自己的一些儿时的旧玩具，或者是书籍放到箱子里面。
这点我相信，所有的中学生都能做到。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社
会会变得更美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我们真的这样
做，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国家会更加的强
盛。

精准扶贫政策，深得人心。使农民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也
许多住在危房里的农民搬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精准脱贫，
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农民子女教育有保障、医疗卫
生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人口富裕起来。

新时代，中国越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作为祖国的接班人，在学习之余，我们也要小手拉大手，
脱贫快步走。

打赢脱贫攻坚心得体会范文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篇四

自新一轮脱贫攻坚启动以来，_镇是巫山县脱贫任务最重，压
力最大的乡镇之一。全镇干部凝心聚力，以打造全市脱贫攻
坚特色示范镇为目标，扎实做好做实基础工作，不断探索扶
贫新模式，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起到很好引领和带动作
用，工作卓有成效。

今年，_镇将完成龙河、_、凤岭3村整村脱贫和1800人脱
贫“摘帽”的目标任务。自去年12月以来，在精准锁定，动



态调整的基础上，全镇系统总户数1199户，4_7人，_年已脱
贫440户，1428人，目前系统在册贫困户759户2659人。

脱贫攻坚中，_镇锁定目标，凝心聚力，合力攻坚，着重从五
个方面纵深推进脱贫攻坚：

一是夯实村级班子强队伍。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_镇仙峰、
龙河、_、凤岭、兴旺5个贫困村不仅民生设施差，产业基础
弱，而且都是全镇有名的后进村和软弱村。其中仙峰村和兴
旺村在全镇考核一直排名最后。扶贫攻坚中，镇党委首先从
整顿软弱涣散的村级班子入手，撤换2名不履职、不尽责的原
支部书记，从优秀创业青年中重新选拔了5名优秀干部，补换
了新鲜血液。为发挥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全镇120余名镇村
干部在扶贫攻坚中锤炼作风，干部全部沉入一线，没有白天、
没有黑夜、没有周末，在一年的时间里，全镇17个村的“两
委”班子走访群众户均达10次以上，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难题
近千件，党群干群的凝聚力全面增强，干部的作风得到锤炼。
在_年底的检查和考评中，_镇脱贫攻坚工作得到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燕平同志的高度肯定。

二是干部凝心聚力抓脱贫。一年来，镇党委始终将脱贫攻坚
作为首要工作，按照“54321“的要求，全镇9名班子成
员，120名镇村干部，775名党员，213名镇属单位教师、医生
等职工，与1198户、4073人结成帮扶对子，同时动员民营企
业家，致富带头人积极加入，实现帮扶全覆盖、立体化。为
推进工作，_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下深水，动真功，班子成
员各领一片，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每月召开一次推进会，
每季度召开一次剖析会，深入分析，认真研判。为让脱贫工
作沉得下深水，见得了成效，全镇17个有脱贫任务的村，村
村都设脱贫攻坚作战室，干部每月定时承诺，党委每季度按
时考核，同时将产业布局图、贫困户家庭成员、房屋、基础
设施变化照片分类张贴，实行挂图作战。各驻村工作队
和“第一书记”坚持吃在村、干在村、住在村，要求每月必
须超过20天以上，做到不脱贫，不脱钩，不撤退。



三是聚焦民生实事解难题。聚焦难点，精准滴管，破瓶颈，
重点解决群众反映的行路难、饮水难、增收难、看病难等问
题。一年来，全镇新修公路7公里，硬化公路28公里，整修公
路40公里，新建人行便道4.5公里，新建人畜饮水池23口，架
设管道8.3万米，新建标准化便民服务中心8个，卫生室5个，
引进农村电商7家，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今年，_在全县
率先试点开展医疗帮扶，在全镇范围内梳理出269名救助对象，
为后续医疗救助，结对义诊提供基础信息数据，对初步筛查
因病致贫的76名贫困户，全部送往县人民医院、中医院治疗，
目前已全部出院，效果良好。下一步，将对851名国务院扶贫
办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调查核实，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医疗扶
贫，为全国医疗扶贫探索经验和模式。同时，_结合实际，大
力开展劳动力技术培训，今年全镇已在家政、山羊养殖、就
业适应性培训4期174人，在危旧房改造、生态搬迁、金融扶
贫上，_先行先试，为其他乡镇提供可行性经验。

四是壮大骨干产业强基础。利用脱贫攻坚的契机，精准落
实“1+5+11”政策体系，对全镇近3万亩的土地进行产业规划，
形成以烤烟、核桃、脆李、中药材、蔬菜种植和山羊、生猪、
土鸡养殖为主，乡村旅游和光伏扶贫为辅的全新农村产业格
局。一年来，全镇17个村成立专业合作社25个，在贫困村发
展村集体企业3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让300多
户贫困户成为公司股东多方受益。今年，依托贫困户在全镇
发展烤烟5600亩，新增核桃1500亩，种植脆李4000亩，发展
“三木药材”3400亩，新增蔓青菜1200亩。借助产业转型升
级，引进万只种羊规模的盈昇农业，带动贫困户养殖山羊3万
只，打造出全县优质山羊基地。立足_区位优势，高规格打造
茶园、大垭乡村旅游示范点，和巫山米大洋芋、楚阳红蔓青
菜、朝阳黄金蜜、_水晶萝卜、王家洞藏酒等5大农业生态产
品，不断衍生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品质，真正实现村村有产
业、社社有特色、户户有收入。

五是打造脱贫攻坚示范镇。按照打造“渝东第一镇”的目标，
自3月以来，在县委宣传部的牵头下，在近20个部门的支持下，



县委领导通过深入调研，实地踏看，形成打造_全市脱贫攻坚
特色示范镇的“一心三片”的总体思路。通过近4个月的努力，
全镇脱贫攻坚的34个大项共60个子项目陆续规划启动，示范
镇建设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示范镇建设中，镇党委第一时间
成立领导小组，将“一心三片”示范点建设和34个大项
目、60个子项目建设的责任细化到9个班子成员和54个责任人，
细化每个具体时间点，让千斤重担有人挑，人人肩上有责任。
自4月以来，镇党委每周召开一次专题会，认真研究示范镇建
设中每个项目的推进工作，各片区责任领导分片对接，具体
负责项目的工程实施、质量监督和施工环境的保障。各相关
部门高度重视，派工作人员现场规划设计，积极推进项目落
地和建设。截止目前，全镇示范点项目推进迅速，60个示范
子项目中90%以上已经启动规划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场镇生态
文化广场和配套设施、茶园龙河乡村旅游点、农村饮水工程
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十分迅速。楚阳场镇的风貌改造，
以及县交委、扶贫办负责的道路硬化和整修项目正在进入招
投标程序，预计9月上旬即可动工。年底，_将成为渝鄂交界
脱贫攻坚中靓丽示范乡镇。

脱贫攻坚心得体会

脱贫攻坚学生心得体会篇五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十九大
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收官之年遭遇疫情
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广大参战员
必须以“冲锋之势”坚决打赢贫困“歼灭战”，夺取脱贫攻
坚战役的全面胜利。

打赢脱贫攻坚战，转变思想是“关键”。当前，我国脱贫攻
坚已经到了决胜时期，在除去自然条件限制因素的影响下，



这个时候还没能解决的必然是顽瘴固疾，少数贫困群众“等
靠要”的思想仍然存在，错误地认为“以贫能谋生”。如何
从根本上让他们认识到脱贫要靠自己的双手，而不是国家短
期的救助，就要求干部和贫困群众的心要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努力改变少数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补齐精神
短板、激发致富热情，探索形成有效精神扶贫模式，这样制
定的脱贫攻坚办法才能派上用场，“冲锋”的后劲才会足。

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才技术是“武器”。脱贫攻坚离不开人
才技术的支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干部要分
类施策，教会贫困群众能够谋生的技术和手段，引导其自力
更生，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实现长远发
展。此外，还要积极培养贫困群众的子女成为人才。例如，
湖南省经济技术学校联合省妇联创办的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
帮助贫困家庭女孩学技术、立志向、凭技能就业。要继续鼓
励人才带着技术投身这场“冲锋”战，让知识和技术有方向、
有目的地涌流于贫困区域。

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化作风是“保障”。随着越来越多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作重点转移、投
入力度下降、干部精力分散的现象。收官之年遭遇疫情影响，
脱贫攻坚工作难度有所加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
认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重要性，时刻绷紧脱贫攻
坚这根弦，以更加扎实的作风，更加严格的标准，对标对表
落实党中央对脱贫工作的决策部署，啃掉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这块硬骨头，扫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阻碍。

越是到最关键的时刻，党员干部越是要提高警惕，咬紧牙关，
齐心协力，怀揣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以实干的劲头和绣花针
的精神，吹响冲锋的号角，以“冲锋之势”坚决打赢贫
困“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