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顺感悟 学习王德顺事迹的心得体
会(汇总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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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顺感悟篇一

7月31日，三十六团林园连组织该单位党员干部在会议室集中
学习了老党员魏德友同志的先进事迹。据了解，近日三十六
团号召全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魏德友同志为榜
样，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习魏德友同志坚定信念、
对党忠诚，遵守纪律、服从安排的政治品格，淡泊名利、吃
苦耐劳、不计得失、甘于吃亏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忠于职守、
坚韧执着、脚踏实地、认真较真的崇高境界，热爱家乡、保
卫祖国、勇于牺牲、寸土不让的国防国土意识。为掀起学习
热潮，三十六团政工办统一部署，14个党支部迅速拟定学习
计划，组织本支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魏德友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参学的每名党员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写一篇心得体会，
形成学先进、见行动、比贡献的浓厚氛围。通过学习，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要做向魏德友同志那样理想信念坚定、富有责
任担当、坚持艰苦创业、矢志维稳戍边的兵团人，立足岗位、
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团场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王德顺感悟篇二

当了解蔡蕴敏老师事迹后，我被她的职业精神深深打动，同
时也震撼到了我！

蔡老师，是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当我看



到她照片的时候，她的端庄、朴素，富有亲和力的笑容就大
致能感觉出她的为人。20xx年的护理生涯，她基本上是在换药
室里度过的。如何让患者的伤口尽快愈合并让患者就医方便
是她时刻关注的问题。

在我在参阅她的事迹时，一张照片一段故事深深的映在了我
的脑海里，故事讲述到一位农村的失智老人，来到了她的换
药室。因平时家属护理的不是很周全，当蔡老师揭下压疮伤
口时的那一刻，惊呆了！伤口上已密密麻麻爬满了正在蠕动
的蛆虫。换药室刚来的小护士见状，吓得手中的药瓶都掉了。
蔡老师强忍着惊讶和恶心，故作镇定地对其他护士轻声
说：“不要叫，不要惊扰到病人和家属。”她迅速找来医用
钳子，伏在老人的侧腰前，距离仅有10厘米，小心翼翼地为
老人一只只地把蛆虫清理干净。恶臭袭来，连走廊都闻得到，
她带上口罩，为老人清理伤口，渐渐地她的嗅觉都变得麻木，
闻不到臭味了。最后，她一共捉出66条蛆虫，随后的清创包
扎按部就班。

事后有人问：“是什么信念支撑你一定要处理完这些发臭甚
至生蛆的伤口？”蔡蕴敏回答道：“总得有人去做啊，干上
这一行，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看着病人饱受伤口难愈的痛
苦折磨，我真的很心痛。蔡老师表示曾经有过一次，她俯身
低头为病人处理创口时，病人肠胃里空气蠕动，大便直接喷
了她一脸，表示自己曾经有胆怯与无法面对的时候！

蔡老师的事迹让我们感同身受，通过学习蔡蕴敏的事迹，让
我体会到作为一名招商员：只有勤于学习，注重过程，努力
专研才能担当得起招商引资的责任。特别我们做招商工作的，
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要让客户完完全全的信任我们，放
心把公司交给我们园区！

王德顺感悟篇三

5月11日，县市场监管局召开会议学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龙增刚同志先进事迹。

龙增刚，男，布依族，中共党员，2019年8月13日，因积劳成
疾，引发呼吸衰竭、肾衰竭，经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7
岁；该同志参加工作26年来，拼搏实干，忘我工作，造福一
方百姓，始终严守人事纪律和廉政纪律，始终以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被省委组织部追授为“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

会议号召全系统干部职工向龙增刚同志学习，学习他坚定信
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结合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教
育活动，争做一名合格党员；学习他一心为民办实事、谋福
利的公仆情怀，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加强服务意识，做好服
务工作；学习他爱岗敬业、鞠躬尽瘁的实干精神，进一步推
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等工作；学习他廉洁
自律、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坚决遏制腐朽蔓延势头，着力
打造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市场监管队伍，持续推进市场监
管工作上新台阶。

各基层分局局长，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78人参加会议。

王德顺感悟篇四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江西德安。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
主要是在武汉和重庆度过。对于这样一个生长在大城市，并
自小就上教会学校的人来说，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违背母亲的
意愿选择学农，实在是出人意料。

大约我“6岁时一次郊游，曾在武汉郊区参观了一个园艺场。
满园里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
我觉得那一切实在是太美丽了!美得我当时就想，将来我一定
要去学农。”

没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没有功成名就的意气风发，有的



只是质朴的表白，有的只是对美丽的特别感悟与无悔执着。
时隔60多年的漫长岁月，袁隆平忆及当年的感受，仍不免双
眼灼灼，神采焕发。可见当年那片花果鲜艳的园艺场，在风
雨飘摇、国事艰难的年代，曾是多么深刻地打动了一个孩子
纯真的心。这片美丽的记忆，成了袁隆平心中永远挥之不去
的情结与梦幻，使他从此与“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
这片美丽的永远，最终改变了袁隆平一生的命运，并进而在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16亿中国人的命运。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为了追求心中
的梦，毅然从四川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农
校任教。

在安江农校，他一呆就是19年。回顾在安江农校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感触良深：“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学
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因此在以后的作物育种科研中，
才具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这里，袁隆平以非凡的努力完成了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为将
来的科研打下了基础;同时，一场梦魇般的饥荒最终促使他全
力以赴的编织杂交水稻梦。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腾飞的起点。

一生的付出，为的是战胜记忆中那梦魇般的饥荒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安江农
校宁静的校园也无法幸免。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
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袁隆平响应党的号召，和学生们
一起来到黔阳县的硖州公社秀建大队支农。生产队长老向企
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
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不
怕饥荒了，苦日子也就可以结束了。”老队长的话又一次唤
醒袁隆平蕴藏在心底的童年之梦，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
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

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见过有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很



多人因饥饿得“

了浮肿病。当时我们农校的老师被下放到艰苦的地方锻炼，
在集体食堂里，我们吃的菜就是一大锅红薯藤，加一小酒杯
的油来煮，跟猪食差不多。饭是双蒸饭，用水蒸了两次，饭
粒儿看起来大，吃下去一会儿就饿，整天想的就是能吃顿饱
饭就好了。

人类能否战胜饥饿?我认为主要靠科技进步，再有一个和平环
境，通过不“

断研究，取得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就能解决饥饿问题。我
是学农的，每年做点优产育种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
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
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回忆起当年的那场灾难，袁隆平那种济世情怀，那种对生命
的真挚的呵护与关爱，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内
心的崇高与博大。

梦当然只是梦。为了通过科研的力量在实践中一步步接近这
个梦，袁隆平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头扎进了杂交水稻这
个世界性的难题中。不为别的，就为了让现实中落后、贫困
的农村能变得富饶而美丽。为此，他所经历的困苦与磨难超
出了常人的想象。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努力
着，“真的，我从没后悔，我这个人有点痴，认准的一定要
走到底”。他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杂交水稻已成为
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育杂交水稻，是他生命中最强的音符

对于一个几千年来受贫穷与饥饿折磨的民族，有着高产量的
杂交水稻良种来帮助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



献啊。难怪一些地区的农民称他为当代“神农”，而国际同
行称他的研究是“全人类的福音”。他先后获得了国内国际
多项顶尖大奖，身兼数十个学术和社会职务。浩瀚宇宙中，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闪烁翱翔;风云市场上，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股票隆重上市。袁隆平，由安江农校的一名普通教师，
终于登上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殿堂。

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辉煌、荣耀、名利，却丝毫也没有使
袁隆平发生任何改变，他还是始终如一的恋着杂交水稻事业。
从播种到收获，他依然风尘仆仆的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从春
夏到秋冬，他依然分秒必争的察看着育种基地。他心中想的
只有他的试验，只有他的杂交水稻。

通过科技进步，现在我国常规水稻的亩产平均为“700斤左右，
我们培育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达800斤左右。我们正在研究一
种超级杂交水稻，亩产将达到1500～1600斤，有希望在2～3
年内培育成功，那时又将推动全国的水稻产量上一个大的台
阶。我们?超级?稻的培育十分紧张，不管我在哪，都要求基
地三天报一次数据，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对情况进行分析。我
们有信心，提前两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目标。”

1998年，国家国资局对“袁隆平”品牌进行了无形资产评估，
认定其价格达1000亿元人民币。对此，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并誉为昭示着中国知识经济的风暴和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真正到来。

农平高科上市后，社会上有人称“袁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亿
万富翁”，他却很平静，对此一笑了之。他仍然一如往日的
奔波在试验田地里。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有两大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研究
成功，大面积“

应用于生产，这样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再一



个是让杂交稻进一步由中国走向世界，?发展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人民?。”

虽已届古稀之年，但袁隆平仍是魂牵梦萦着杂交水稻;虽已没
有了园艺场的美丽与缤纷，但那种淳美与质朴，却更能透出
一种科学巨人所特有的崇高品质与境界。

王德顺感悟篇五

毛相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9年1月出生，重庆巫山人，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主任。他是带领村民不等不靠、
艰苦奋斗、拔除穷根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原下庄村四
周高山绝壁合围，外出只有一条盘旋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
世世代代几乎与世隔绝。1997年，毛相林带领村民，以最原
始的方式，在空中荡，壁上爬，用钢钎撬，用雷管炸，用两
脚蹬，历时7年，用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长8公里
的“天路”。出山公路修通后，他又带领村民披荆斩棘、攻
坚克难，通过多年努力，让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大改观，20__
年，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荣获“重庆市优秀共
产党员”“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20__年度先进个人”等称号。

重庆市巫山县的下庄村，曾经极度偏僻、交通不便，
被“锁”在“天坑”之中。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
度1100多米，外出只有一条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到县城要
走3天。1995年12月，毛相林接任老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
任，下庄的闭塞和贫困成了压在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在全
村党员干部会上，毛相林对大家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
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
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1997年冬，毛相林带领村民
在“鱼儿溪”畔正式动工修路。村民们个个腰系长绳，趴在
箩筐里，吊在几百米的悬崖上打炮眼，在悬崖峭壁上放炮，
炸开一处处缺口，炸出“立足之地”，稳步向前推进。
到20__年，整整用了7年时间，毛相林带领村民克服了一个个
困难，终于在悬崖绝壁上抠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天路”。通



路以后，全村有36人外出上小学、132人外出上中学，29人考
上了大学。毛相林希望这些有知识、有见地、有文化的年轻
人能回到下庄，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下庄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