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榜样右玉心得体会 右玉精神心得体会
(优秀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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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右玉心得体会篇一

“右玉精神”发源于山西省西北部的右玉县，它毗连毛乌素
沙漠边缘，是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风口地带。新中国成立时，
全县林木覆盖率仅有0.3%。当时被一些专家列为“最不适宜
人类生存的地区”，建议全县搬迁。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的70多年间，右玉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当地干部群众，
坚持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一任接着一任干，林木覆盖
率由0.3%提高到54%以上，创造了“不毛之地”变“塞外绿
洲”、贫困山区步入全面小康的人间奇迹，同时也铸就
了“功成不必在我”的高尚境界和对党、对历史、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时代精神。“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定位上，揭示和凝练了“右玉精
神”的科学内涵，深刻阐释了其所蕴含的价值意蕴。

1.迎难而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实践诠释

党的性质与宗旨，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面对恶劣的自然条
件，考察党员干部能否做到不负初心使命，看的就是在重大
关口、关键时刻、切身利益问题上能不能带领群众找准方向、
无所畏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1949年6月第一任
县委书记张荣怀提出“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
就得多栽树”的治县方针后，70多年来，21任县委、县政府
班子接力绿色长征，带领干部群众凭着挑战自然、挑战自我



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仅变昔日的不毛
之地为绿色海洋，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右玉人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实
践中得到了最好诠释。

一是以无所畏惧的意志挑战困难，用奋斗换取幸福。右玉人
口10.6万，国土面积1964平方公里，89.5%是山地丘
陵，76.2%为沙地。年平均气温3.6摄氏度，年均降水量不
足400毫米，全年无霜期平均不到100天，风沙、干旱、水土
流失、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在高寒缺水、土壤沙化
的困境下，右玉人硬是凭着愚公移山的胆气，无惧一次次的
挫折与失败，用奋斗的精神锁住了每年都会东进十几米的黄
沙，改写了右玉难以植树的历史。二是富于精神追求，用事
业心激发责任感。右玉的干部群众把植树造林作为事业来看
待。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上任后，随身带着三件宝——剪
刀、卷尺和望远镜，经常下乡看树。在右玉，干部群众谈到
荒漠变绿洲的奇迹时，都会讲到常禄高度的责任心和对绿化
事业的孜孜追求。三是上下协力、勠力同心，用“软环境”
实现“硬变化”。70多年一以贯之的迎难而上，凭借的不是
几个人或几个领导的坚守，而是举全县之心和全县之力的合
力并进。在右玉，前后任干部常常相互叹服、竞相互勉;普通
群众夸干部“不容易”，党员干部称老百姓“了不得”。这
种求共识、聚合力，讲拼搏、比贡献的“软环境”，使他们
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用70多年的拼搏，换回发展环境
的“硬变化”。

2.艰苦奋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本色的生动展现

为人民服务需要艰苦奋斗。“右玉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一
是吃苦耐劳。在70多年的接续奋斗中，右玉人应对恶劣环境
的尚方宝剑，就是不畏艰苦、任劳任怨。右玉干部群众“三
战黄沙洼”，以“一年活不了，就再种一年;十年活不了，就
再种十年”的意志，两万多劳力，用8年时间几经挫折后种活
了270万棵树，终于让“黄风变清风，起风不起尘”。在这个



过程中，右玉的各级干部每到植树季节，扛铁锹，背树秧，
吃炒面，喝河水，相搭配的是晒黑了的脸、泛血泡的嘴和磨
出老茧的手，这就是他们年复一年踏实苦干的真实记录。二
是拼搏进取。右玉人不怕吃苦，但并不甘于吃苦。在70多
年“沙退人进”的奋斗中，他们渴望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的明天，展现出的是让子孙后代不再受风沙之苦和贫穷之累
的担当。1983年，第十二任县委书记袁浩基在“种草种树，
发展畜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农副，尽快致富”
的思路，使生态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创了右玉县增收致
富新局面;2002年，县委、县政府动员党员机关干部全部参加
义务劳动，带领7万多群众修成了直通省市的70公里致富之路。
从2004年开始，右玉提出“建设富而美的新右玉”的新目标，
县委几任领导班子10余年如一日，促进全县生态建设全面提
档，生产生活整体增效。三是求实创新。以尊重实际、突破
创新的思维涵养艰苦奋斗，是“右玉精神”的鲜明特点。面
对气温过低、气候干旱、土壤沙化难以植树的困境，右玉人
在一任一任、一代一代的接力植树中，总结失败教训，引进
科学技术，不断创新造林思路。20世纪50年代，“哪里能栽
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60年代，“哪里有风哪里栽，先
把风沙锁起来”;70年代，“哪里有空哪里栽，再把窟窿补起
来”;80年代，“适地适树合理栽，再把三松引进来”;90年
代，“退耕还林连片栽，绿色屏障建起来”;21世纪以
来，“乔灌混交立体栽，山川遍地亮起来”等，既是循规律
而行的产物，也是不断创新探索的结果。

3. 久久为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目标的践行尺度

治沙种树是右玉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短时期难见成
效，需要恒久坚持，以久久为功诠释政绩观。在右玉，“久
久为功”首先体现的是不为一己、一时之利，是为民造福的
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右玉县委70多年中以“换届不
换方向，换人不换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意志，率领全县干部群众用心血和汗水建成了“塞上
绿洲”。同时，“久久为功”又体现为“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县委、县政府一任接着
一任干的价值导向，成风化人，逐渐成了右玉干部群众实现
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种树、护树、献身绿色事业被视为造
福子孙的德政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了群众口碑的价值
观和政绩观，才是社会推崇的价值选择。云南姑娘余晓
兰，24岁时随当兵复员的丈夫来到右玉，和丈夫用了30年时
间，硬是让4000多亩荒山、荒坡和门前30亩乱石河滩换
了“颜色”;1978年出生的张宏祥，大学毕业后放弃城里高薪
的工作，2012年回到家乡，通过流转周边土地，建起了18000
亩的自由牧场，种植燕麦草、谷草7000多亩，年产值上亿元，
带动周边10余个村1000余名农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4.利在长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规定的执着追求

70多年的“绿色接力”“绿色长征”，说易行难。右玉人能
够做到深猷远计、长虑后顾，一靠着眼长远、功在千秋的定
力。70多年中，右玉着眼长远利益，坚持不搞粗放开发，累
计拒绝不符合生态条件的各类项目20多个，涉及投资100多亿
元，始终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二靠心中有秤、执
政为民的执着。21任县委、县政府班子始终关注最大多数人
民群众长久福祉，不为诱惑所动，不为困难阻惑。70年多年
中，就每届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单个工作看，很难说有什么太
耀眼、很闪亮的“显政”，但在广大群众心中这杆“秤”上，
他们的业绩留在了山川大地和群众心底。三靠与时俱进、不
断追求。改革开放初期，右玉已经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林
业先进县”，多次受到表彰。但右玉人并没有坐在功劳簿上
吃老本，而是围绕推动由“绿起来”向“富起来”转变，打
造生态体系、谋划产业升级、走向共同富裕，交出了生态系
统修复、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优秀答卷。2020年，右玉县
经济总量、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等都创了历史新高，其中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贫困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1.1万多元。今天的右玉，30万亩中药材种植
基地、75万只羊、35万亩小杂粮、4.2万亩多样化种植和20多
家绿色农业龙头企业，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县域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乡村振兴先行
区，以及晋西北云计算数据中心、杀虎口和右卫古城文旅开
发等新兴产业连为一体，县委“巩固绿、提升绿、依靠绿、
展示绿、享受绿、打造绿”的思路，正在使“利在长远”由
目标成为现实。

70多年的实践表明，“右玉精神”推动右玉实践的不断深入，
右玉的实践创造并升华了“右玉精神”，实现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与价值践行的完美统一。在右玉干部群
众70多年的不懈奋战中，“右玉精神”的深厚价值意蕴，已
不仅是一部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绿化史，更是一部遵循党
的宗旨使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带领人民群众艰苦拼搏中
求发展、谋幸福的奋斗史、创业史。从这样的意义上
说，“右玉精神”不仅仅属于右玉，它已成为新时代开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所不可缺少的宝贵精神财
富。

榜样右玉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个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初到右玉的感觉是新奇而又陌
生的。这座小城市不大，但人情味十足，自然环境优美，让
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氛围。在这个城市
生活的两个月中，我不断地体验和体会这里的风土人情和文
化习俗，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一、新奇的城市风光

初到右玉，让我惊叹的是这里的美丽自然风景。这个小城市
周围环绕着群山，山脚下渗透出清新的气息，空气十分清新。
在黄昏时分，远处山间的夕阳散发出一种橙黄色的光芒，映
射在河流上，营造出一种神秘而美丽的景色。在城市里漫步，
感受到街道上的人们生活中那种悠闲和轻松，让我渐渐地喜
欢上了这里。



二、慢节奏的生活与淳朴的人们

右玉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人们在这里的生活很没有压力。
我发现在这里的人们很大多数比较淳朴、善良，多半是农民
或者是从三线城市来到这儿的。他们对客人的热情和友好，
让我觉得像是在自己的家乡里一样，而这种感受是我在城市
里从未感受到过的。

三、美食和文化习俗

在这个城市里，我体会到了北方的文化习俗和美食文化。我
有幸尝到了右玉的特色美食——炸饼和涮羊肉。炸饼是当地
特色小吃，鸡蛋的口感很好，对于爱吃蛋的人绝对是一道福
音。涮羊肉则更是这里的一道代表菜品，酱料也很好吃，让
我一直回味不已。

四、工作的体现

来到这里，我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工作。在这里，工作内容和
工作环境都让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公司的氛围和上下
关系都很融洽，工作内容也很多元化。虽然要面对的挑战也
比城市里多，但是比起城市里的那种紧张氛围，这里的工作
是更为自由和放松的。

五、感恩与反思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不断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对周围
事物的感悟。同时，我也要感恩，感恩身边的同事、朋友和
这个城市。每一个人都让我学到了东西，也锻炼了我的意志
力。对于这个城市，我更是感恩，它让我体会到了与城市完
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氛围，让我更加珍惜城市背景下的生活。
这是一段让我成长的经历，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新的认识。

总的来说，初到右玉，让我不仅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



自然氛围，还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想要把这份感恩和理
解带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榜样右玉心得体会篇三

要发扬“右玉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
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为体现的“右玉精神”再
次进入大众视野，深刻阐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披荆斩棘、砥砺
奋进。

执政为民，实干兴邦，是“右玉精神”的核心理念。右玉县
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面对大自然“沙进人退”
的生存逼迫，右玉县的领导干部一心扑在为民排忧解难上，
并没有选择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举县搬迁，而是带领人民
群众举办了一场已长达70余年的种树“接力赛”，使得风沙
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生态良好的“塞上绿洲”。翻天
覆地的巨变，背后是右玉县领导干部的为民情怀和真抓实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
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
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要一举一动常思百姓冷暖，坚持问
政于民、问计于民，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之实事，
尽快、圆满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小事，要拎着“乌纱
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

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右玉精神”的本质内涵。解放初
期百废待兴，右玉县生态环境如此恶劣，改革发展实则难上
加难。而右玉县的领导干部却毫无畏惧，从首任县委书记张
荣怀带头扛上铁锹从零开始，到一任接着一任奋斗传承，
从“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到“联合国最佳宜居县”，
正是那些迎难而上的人在默默解决着最棘手的难题，才解开
了右玉人民幸福生活的大门之锁。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关乎
老百姓生产生活与发展进步的事儿都不简单。扶持一户贫困
群众从衣衫褴褛到小康生活，难;帮助一个孩子解决异地教育



问题，难;培训一批有技术有能力带头致富的职业农民，
难……党员干部应始终拥有冲锋第一线、战斗最前沿的担当，
在脱贫攻坚、环境整治、疫情防控等各个方面不畏艰难，敢
挑重担，主动作为，持续奋斗，真正办好有利于改革发展的
难事，为群众“舒展眉头”，做强动力“火车头”。

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是“右玉精神”的珍贵本色。右玉县
一代一代种树造林，似乎看不到每任领导干部“到底做了什
么”，历任似乎都在前任的框里“画圈圈”。正是这种毫无
政绩“表现”的“利后”之举，将“种绿”和“种富”相结
合，趟出了右玉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每个人都想“有
出息”，当个人出息与群众出路互相牵连时，便成为对党员
干部宗旨意识的真正考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
态环境建设就是这样一个“长工程”和“良心活”。党员干
部要坚决打好生态建设攻坚战，深刻吸取秦岭违建别墅问题
的教训，切除形式主义“毒瘤”，更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用长远的、多维的眼
光谋划政事，办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让群众出路成为
最好的个人出息，达到“显性绩效”和“隐性绩效”的有机
统一。

榜样右玉心得体会篇四

初到右玉，我感受到了不同于城市的自然之美，这里的空气
清新，四季交替呈现出不同的景色，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
景，让人心旷神怡。这次来到右玉，我体验到了不同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氛围，让我对这里心生向往，并且收获了很多难
忘的体验。

次段：近距离感受生态自然美景

右玉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自然风景区，山水之美令我感到震
撼。每一座山都有着独特的景观，每一条溪流都有着清澈的
水，每一片森林都有着不同的花草树木，让人感受到了与自



然的亲密接触。在这里，我可以近距离观赏到猴子在树枝间
嬉戏玩耍，也可以看到野鸟们在空中飞翔，尽情享受着自然
的美好，这是在城市中无法体验到的。

第三段：体验地方特色美食

从生态到文化，右玉饮食文化也是不可错过的一部分。品尝
到了络绎不绝的传统美食，其中的羊肉面、熏羊肉都是绝对
值得推荐的美食。烤全羊是绝对的特色美食，以著名的黑山
羊为材料，精神传统，口感好，每个人吃完都会觉得满意。
而且这里的美食都是非常健康，让人安心放心地享用。

第四段：领略地方文化

右玉的文化更是多姿多彩。从古代的古战场、文明遗址到现
代的秦腔，这里的文化历史悠久，令人感到震撼。而且古代
民风淳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古时候农民的勤劳和智
慧，尤其是在“小牛车”这个特异的运输方式上，可以让我
们更好的了解到这里的文化。

第五段：结语

初到右玉，让我深深体验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这里的
美食、文化和景色都令人难以忘怀。在这里度过的时光，让
我感受到了另一种异国情调，希望未来还能有机会重返这里，
再次领略右玉的美好。

榜样右玉心得体会篇五

右玉，位于中国山西省中部，是世界文化遗产——太行山的
核心区域之一。作为一位旅游爱好者，我有幸在最近的一次
探索中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右玉的独特之处令我难以忘
怀，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这次旅
行中，我深感身临其境的体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印象。本



文将结合实地游览的体会，从景区资源、文化传承、环境保
护、旅游开发和个人收获五个方面，论述一下我的右玉心得
体会。

首先，我被右玉丰富的景区资源所吸引。在整个右玉县境内，
有着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大槐树国家森林公园是
其中之一，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槐树林，景色壮观。
游客们可以在这片绿荫中漫步，欣赏到大自然带给人们的美
好。还有太行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有着险峻的山峦、清澈
的山泉和茂密的森林，提供了极佳的远足和徒步旅行的机会。
这些景区都展示了右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

其次，我被右玉的文化传承所深深触动。右玉作为一个有着
悠久历史的地方，承载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游览右玉县城，
你会看到许多古老的建筑，例如木制的赵家大院、清代的崔
家大院等等。这些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汉、回、满等民族
的文化特色。此外，右玉还拥有许多寺庙和庙宇，如石家庄
观音寺、北峪观音寺等，这些宗教场所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虔
诚信仰的地方。这些文化遗产无疑展示了右玉丰富的历史文
化，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再次，环境保护是右玉的一大亮点。作为山区的一个县城，
右玉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他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在大槐树国家森林公园游览期间，我
看到了许多爱护大自然的标语和设施。游园期间的引导员告
诉我们，他们每年会组织一些环保志愿者来进行垃圾清理，
确保大自然的纯洁。这种环保意识在右玉到处可见，通过这
次旅行，我深感环境保护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关键。

然后，右玉的旅游开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右玉
的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是在旅游开发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的游览经历中，我发现游客服务设施还不够完善，例如
公共厕所和旅游信息中心数量有限。此外，交通也是一个问
题，虽然有旅游大巴，但对游客来说交通并不太便利。相信



随着右玉旅游的逐渐升温，相关部门会加大对旅游设施和交
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游客的体验。

最后，作为游客，我还从右玉的旅行得到了许多个人的收获。
右玉的纯净空气和美丽景色给了我一个放松心情的机会，远
离了城市的喧嚣。我也在右玉的旅行中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
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文化，这一切都让我收获颇丰。我还参
加了右玉当地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如太极拳和民间音乐表
演，这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总而言之，右玉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旅游目的地，它拥有
丰富的景区资源、文化传承、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潜力。通
过这次旅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独特的魅力，并从中获得
了许多个人的收获。我相信，随着右玉旅游的不断发展，它
将吸引更多的游客，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体验。右玉，我将
永远怀念你的美丽风景和深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