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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观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观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青海观后感篇一

青海，是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一个省份，也是中国面积最大
的省级行政区。我有幸在近期游览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从而
对青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青海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宗
教氛围以及特色美食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旅
行中，我深深感受到了青海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

首先，青海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自然景观。青
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山川、湖泊、盐湖、河流、草原等
美景尽收眼底。其中，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
是中国最大的高原湖泊，湖中的独特稀有的鱼类和鸟类成为
这里最大的特色。游览青海湖时，我亲眼目睹了湖水在阳光
下呈现出的七种颜色，那美不胜收的景色令人陶醉。此外，
青海的绵延起伏的草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草原上的
牛羊成群结队，风景如画。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中，这种
宽广开阔的景色给人一种无限自由的感受。

其次，青海的民族文化也让我颇为着迷。青海是中国少数民
族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包括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
在内的多个民族在这里和平相处。每个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独
特的文化传统与习俗。我曾到藏族村寨游览，那里的藏族人
民衣着华丽，热情好客。他们的舞蹈、歌曲、乐器以及传统
工艺品都展示了他们的独特文化。在青海的行程中，我还有
机会参观了回民玉树大清真寺，亲身感受了回族人民的信仰



与传统。这一切让我领悟到了多元文化的魅力与魅力。

此外，青海的宗教氛围也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海是中
国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重要区域。在青海的行程中，我
有幸参观了什邡寺和塔尔寺，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寺庙都是佛
教信仰的圣地。寺庙内庄严肃穆，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息。
许多虔诚的信徒在这里诵经、燃香、崇拜，我也被这种虔诚
感动。与此同时，我还参观了一座伊斯兰清真寺，这里的伊
斯兰信仰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发扬光大。这种宗教多元化既
令我敬畏，更让我深感宽容与和谐的力量。

最后，我要提到青海的特色美食。青海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手
艺闻名。例如，青海的羊肉是当地的招牌菜肴，色香味俱佳。
羊肉炖酥、羊肉面、羊肉串等多种做法都十分美味。此外，
青海还有特色的酥油茶、青稞酸奶等传统饮品和小吃。在尝
试这些美食时，我感受到了浓郁的土地味道和民族文化的独
特魅力。

在这次旅行中，我对青海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宗教氛围
以及特色美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青海不仅是一个自然美景
的宝库，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天堂。它让我明白了自然的壮
丽与人文的魅力是如此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通过这次旅行，
我深深感受到了青海的独特魅力，这些心灵的体验让我受益
匪浅。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再次到访青海，继续探索
这片美丽的土地。

青海观后感篇二

收获时节，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白扎乡似一片金色的海洋，
远处的白扎林场层林尽染，好似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近
处的耕地里挂满熟透的果实，秋风拂过金灿灿的青稞，就像
海面上的一层层波浪。田间地头，老乡们忙着收割青稞，乐
得合不拢嘴，憨憨的笑容里掩饰不住的是喜悦。



白扎乡东帕村，村主任俄格带领着几户牧户给阿牛俄色家的
地里收青稞，收割机碾过，俄格就和老乡们将青稞秸秆打包
成捆放到拖拉机里，拉到家里晒干后作为牲畜过冬的饲草料。
不一会儿，阿牛俄色家的青稞就收完了，俄格又带着老乡们
转战到了下一个牧户的青稞地里。

“这几日，青稞都熟透了，我要组织我联系的13户牧户，赶
紧将他们地里的青稞收完。”忙里偷闲的俄格说。

俄格是老党员，1984年入党，1994年至今担任东帕村村主任，
除了村主任外，俄格还有一个特殊的“头衔”，就是党员中
心户，负责联络自己家附近的13户牧民。像俄格一样的党员
中心户在东帕村有14个，根据地域划分，14个党员中心户遍
布东帕村的7个社，联系了所有的牧户，党员中心户向各自联
系的牧户上门宣讲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及中央和省委的相关
精神，还要联户帮扶困难群众。

俄格作为党员中心户，除了联系牧户学习组织生产外，还帮
助联系困难群众。在俄格家里，有一个温室大棚，大棚里种
着黄瓜、辣椒、小白菜等。每年，俄格都会教自己的联系户
种植蔬菜，将自己家的蔬菜幼苗移植给牧户，将自己家种的
蔬菜送给其它牧户，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活。

党员中心户制度不仅仅在东帕村，囊谦县白扎乡党员中心户
实现了全覆盖。20xx年，白扎乡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
求，推进党员管理便捷化，党员服务群众工作向基层延伸，
服务到群众最后一公里。

白扎乡地域广阔，牧民居住分散，一个村的牧户之间距离近
则数十公里，远则上百公里，服务半径大，加之牧业生产转
场频繁，牧区党员集中难、活动开展难、学习覆盖难等问题
难以解决，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激发牧区党建
活力，白扎乡坚持“因地制宜、居住相邻、易于集中、便于
活动”的原则，在全乡10个村46个社中确定了96户党员中心



户，覆盖全乡1.5万人，形成了“村党支部——党员中心
户——党员群众”的党员中心户联系服务群众的体系。

党员中心户是矛盾的调解员。去年，东帕村宁达社和吉沙村
卡麻社发生矛盾，原因是草山承包时地界划分不清而产生纠
纷，两个村的两委班子协商未果，俄格就上门挨个做思想工
作，同样，吉沙村的党员中心户也是挨门逐户做工作，最后，
在党员中心户的调解下，两个社重新划定草山界限，草山纠
纷解决的同时也消除了两个社彼此之间的隔阂。

党员中心户还是村民事务的代办员，白扎乡仅东帕村就有27
户牧民搬迁到州上居住，而这27户牧民中也有党员中心户阿
扎，阿扎除了负责日常政策宣传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充当
这些搬迁到州上27户牧民的代办员，平常牧民办理低保医保
等手续都是阿扎给牧民办，阿扎也成了牧民群众的贴心人。

还有巴卖村巴卖社的桑求，是负责联络白扎林场林区牧户的
党员中心户，桑求组织林区牧户成立巡山队和护林员，从事
反盗猎、反砍伐工作，保护了林场的野生动物和植被。

南格、多洛、俄格……一个个党员中心户，每年仅有300元的
工资，200元是乡党委政府负担，100元是村两委班子负担。
报酬微不足道，但是党员中心户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奔走在各
个牧户家中，草原深处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给牧民
群众带去了知识，带去了政策，更是带去了新思想，他们将
基层党组织服务延伸至每个牧民家中。

共产党员就要带领群众致富

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秀麻村优秀共产党员、秀麻村砖厂厂长加
肉太积极探索完善“党支部+砖厂+群众”的运行模式，大力
实施“能人带动”工程，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按入股形式办起
了砖瓦厂，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砖厂有了很大起色，村民
每人每年平均从砖厂分到1200元。砖厂每年还吸收富余劳动



力40多人，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就业难问题。加肉太先后被县、
乡授予“优秀乡土人才”、“最美农牧民”等多项荣誉称号。
图为加肉太(中)和村民一起搬运砖块。

青海观后感篇三

青海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位于中国西北高原地区。经过
一段时间的旅行，我对青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获得了一些
宝贵的体会。在这里，我将分享我在青海的体会和感受。

第一段：青海的壮丽自然风光

青海以其广袤的高原草场和清冽的湖泊而闻名于世。来到青
海，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中。无尽的草原延伸到
天边，带来一种宁静和恢弘的感觉。我骑马在草地上奔跑，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仰望天空，白
云飘动，彩虹出现，给人一种神秘而又美妙的感觉。此外，
青海还拥有壮观的湖泊，如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和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透过湖水，可以看见天空的倒影，让人感到无
边无际的美丽。这些自然景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
对青海充满了热爱和敬意。

第二段：青海的民族文化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多个民
族。这里的民族文化丰富多样，给人一种独特的魅力。在这
里，我参观了藏传佛教寺庙，亲眼目睹了虔诚信仰的藏族人
和寺庙中的佛像。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给他们带来了平静和宽容的心态。此外，青海的民族服饰也
是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我见到了藏族的“卡”
和维族的“花针”，非常精致和华丽。同时，青海的传统舞
蹈和歌曲也非常吸引人，我有幸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藏戏表演。
青海的民族文化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发，让我更加珍
惜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第三段：青海的人文历史

青海的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人文遗产。在这里，我参观了
青海省博物馆，了解了青海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发展。青海是
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曾经是商贾云集、繁荣发达的地方。
同时，我还了解到青海是著名的慕士塔格沙漠的所在地，这
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之一。在这座沙漠中，我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力量和美丽。除此之外，青海还有壮观的古建筑，如
千年古刹康拉山大昭寺和建于明代的古城玛多。这些历史建
筑向我展示了青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我对青海的人文
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欣赏。

第四段：青海的民风民俗

青海的人民热情好客，对待来访者非常友善。在这里，我体
验到了藏族和回族的独特风情。我参与了藏族群众性活
动“祭山”，看到了藏族人民的踏实和朴素。他们舞动着手
中的白色哈达，祈祷着丰收和幸福。此外，回族人民的“三
月三”节也令我难以忘怀。我参加了传统的拜火、放风筝等
活动，品尝了回族的美食，如羊肉串和烤肉馍馍。这些民俗
活动让我深入了解了青海的民俗文化，感受到了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珍视和传承。

第五段：青海的宗教氛围

青海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的寺庙和僧侣。
在青海，我到访了青海湖畔的塔尔寺，感受到了宗教的深厚
底蕴。我看到了一些虔诚的信仰者正在举行灵修和念经，他
们的脸上洋溢着宁静和平和。这些寺庙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
载体，我欣赏到了一些精美的佛像和壁画。青海的宗教氛围
让我感到内心的宁静与努力追求精神寄托的重要性。

总结：



青海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情和魅力的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和宝贵的体会。这里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人文历史、
民风民俗和宗教氛围都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启发和思考。青海
让我明白了大自然的伟力和生命的宝贵，让我感受到了不同
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青海的美丽和神奇将永远定格在我
的记忆中，让我时刻怀念和向往。

青海观后感篇四

谁说“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
烟”?谁说柴达木盆地仅仅只是矿藏的宝地?穿越沧海桑田的
瀚海戈壁虽然没有内地拥挤的人群和繁华的街市，却并不缺
乏灿烂夺目的人文之脉和播撒下的“绿色印记”。

清晨，驱车前往距离德令哈市80多公里的国家重点公益林泉
水梁管护站。一路颠簸，管护站的房子在戈壁中尤其显眼。

走进管护站，不大的小院里整齐地放着4辆摩托车，车收拾的
非常干净，能看出车的主人们都是“干练”之人。

管护站一共有三间小房，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加仓库，还有
一间客厅。客厅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个火炉已经不烧了，
两张靠在一起的桌子和四把椅子，还有一个书柜和一个报刊
夹，“看书就是我们的业余生活了”，蒙古族小伙吉日格勒
说。

泉水梁，因此地有几口出水的泉眼而得名，离管护站最近的
泉水有5公里左右，林站治安员们每天都会轮流去打水。“在
这瀚海戈壁，真可以说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上的汨汨清
泉。”管护站治安员张世贵说。

开始一天的工作，吉日格勒要开始去梭梭林保护区里巡逻了。
“这巡逻一圈大概要走个200多公里路程。”管护站吉日格勒
说。



离管护站越来越远，大大小小的“沙包”越来越多，梭梭、
柽柳、沙拐枣，麻黄、白刺、枸杞等野生植物生长在这里，
牢牢地将沙土抓住，不让它“跑掉”。

德令哈市林业局信息员靳占才介绍，这些生长在保护区的野
生植物大多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而保留下
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特殊荒漠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在自然保护及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守护好这
片净土，就是我们的责任”吉日格勒说。

进入州府德令哈市的315国道两旁，花枝鲜媚、树木繁翳，一
棵棵新栽的青杨、旱柳、花灌木、柽柳等枝头透满了绿色，
一个春意盎然的绿色长廊映入眼帘。

53岁的许永辉已经在海西种树超过了20xx年，他给记者粗略
的算了一下，这20xx年来一共种活了近万棵树，许永辉介绍
说，戈壁滩风大、土壤条件差，植树难度大，在戈壁滩上植
活一棵树，比养一个娃还难，打井、开地、引水、栽树，他
们这些林业工人每天早出晚归，但是看到大片的荒漠变树林，
心里很高兴。

许永辉说;“以前德令哈地区风沙大，能阻止这些风沙的办法
也就只能是植树了，只要植出更多的树，德令哈的气候就变
好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越来越好了。”

俯首是春、仰首是秋。像许永辉一样的林业工人通过年复一
年地在戈壁滩上栽树，一些适合在柴达木生存的树种——新
疆杨、沙柳、沙枣树茁壮成长，虽然它们不是很美，但它们
就是适合在干旱的盆地里发芽、成活、播撒出片片绿色。而
新的滴灌技术的成功实施，也使这些苗木的成活率创下了新
高。

“枸杞增绿治沙又治穷，林下经济又延伸出了一系列致富新
渠道”，海西州林业局副局长井建青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海西州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原则，
创新工作方法，狠抓工作落实，林业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落
实各类生态工程项目40余个，落实投资5亿元以上，涉及三北
防护林、重点公益林、林业产业、封禁保护、自然保护区、
森林抚育、城镇绿化、防沙治沙、林业科技、祁连山生态保
护等10个领域。到去年底，已完成造林82平方千米，封山育
林131平方千米，落实国家级重点公益林管护面积近13000平
方千米，全州已种植枸杞达286平方千米。

如今，柴达木绿色印记的热力足以令荒野和贫瘠熔化，漫步
在柴达木盆地的各个城镇，街道两旁烟柳弄影、碧桃灼灼，
一棵棵新栽的树木枝头绿叶舒展，顽强地在戈壁荒滩
上“靓”出了绿色的身影。生态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引领
群众生产生活潜移默化地显现出新思维、新变化、新路径。

青海观后感篇五

青海是我生命中的一座宝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体验
了大自然的恩赐和人文的瑰宝。青海的神奇景色、独特文化
以及深入人心的故事，让我体验到了打动人心的美与深刻的
思考。

首先，青海的自然景色令人惊叹。在这片土地上，高山雄伟，
湖泊如镜，草原连绵起伏。从青海湖的碧波荡漾，到可可西
里的原始森林，每一处风景都宛如一幅画卷，让人陶醉其中。
我曾参观过虎骨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路上，我眼前展现
的是原始森林中奇峰耸立，溪水潺潺流淌。这些自然景观不
仅美不胜收，更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力量。

其次，青海的独特文化吸引着我。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地方，藏、回、蒙等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共存。在青海，我见
到了藏族同胞们隆重而热烈的节日，他们穿着盛装，在广场
上载歌载舞，展示自己的民族风情。听到他们心中的歌声，
我也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并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此外，



青海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诗经之乡玉树藏族自治州拥有许
多古老的寺庙和文物，让我仿佛穿越到历史的长廊，感受到
文化传承的力量。

再次，青海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我曾听说过坚守在青藏高
原上的无名英雄们，他们以百姓的平凡之心，守护着这片土
地的和平与安宁。在一次旅行中，我与一位退伍老兵聊天，
他告诉我他曾在青海边防部队工作多年，守卫着国家的边疆。
他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认识到国家的安全来之不易。我由
衷地敬佩他们，他们无声的奉献正是青海精神的写照。

最后，青海给予了我深刻的思考。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
美丽又脆弱的生态环境。青海湖和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让
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立志要保护这片土地，为将
来的子孙留下一片宜居的家园。而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
我也看到了青海人民努力改变生活的决心和勇气。他们积极
参与产业转型，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些故事激励着我，
并让我思考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为人们带来些许希望
与改变。

总之，青海是一片我深深迷恋的土地。它的绚丽景色、丰富
文化、感人故事都让我心生赞叹之情。在这里，我看到了大
自然的壮丽与无限可能，也看到了人们奋斗与奉献的力量。
在回到原生活中，我将青海的美好记忆深深地留在心中，并
时刻激励自己，积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为社会做出更多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