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治水的心得体会(实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
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治水的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我就读了一个有关治水的传说，是谁治的水呢?他的名字
叫：大禹。读了这个故事，很是让我感动。这个传说的内容
是这样的：

自从舜接受了皇位以后，果真不负所托。他内修政令，外抚
百姓，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使当时的社会环境较尧在位有
过之而无不及。到舜年老的时候，他也到处求才访贤，也让
手下推举有才之人。当时人们一致说到了治水有功的大禹是
个治世之才。

传说在大禹治水的之间，他曾经3次经过家门，但是因为水患
未除，他就没有进家门。有一次，他的妻子涂山氏生下了一
个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大哭，禹站在门外，听见了哭声，
也下狠心没有进去探望儿子和妻子。这件事千百年一直被当
成佳话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正因为他有一颗这样爱国、爱
民之心，所以才“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人都称颂禹治水的
成功绩，尊称他为“大禹”。而经他治理的黄河，也一改暴
躁的脾气，就像温和的母亲一样，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其精神,数千年来被后世的人民传颂不
息。不仅被夏、商、周三代所缅怀赞颂,而且也得到春秋战国
时诸子百家的一致肯定。大禹治水不只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和
历史的功绩,它还留给后人最最宝贵的精神与财富。



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所形成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的精神
深深地打动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很大启示——只有想不到
的，没有做不到的。面对如此强大的洪水，大禹下定了决心
要把洪水赶到海里去，最后终于成功了。只要我们的心中
有“坚持”二字，就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

我们要学习他的坚持不懈、大公无私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
成为一位有用之才。让我们运用头脑，去解决生活中、学习
中的各种“狡猾”的困难吧!

治水的心得体会篇二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
极大的损失。为了有效防止和减轻洪涝灾害的危害，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不断探索治水理念，形成了一
系列重要的理念和实践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
我深刻认识到了治水理念的重要意义。在此，我将结合自己
的体会，分享一下我对治水理念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治水的目标和原则。治水的根本目标是
防止洪水的发生和减轻洪灾的损害。在制定治水计划和实施
治水工程时，我们要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基础，注重生态保护
和环境友好。治水的原则是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不同地区
的地形、水文条件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同，我们要结合实际
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水方法和手段。同时，要把治水工作与
农田水利、生态环境保护、岸线整治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形成综合施策的治水体系。

其次，我们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调度。我国水资源丰富，但
分布不均，地域差异明显。在进行治水工作时，我们不能只
注重数量扩大和规模增加，还要注重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
要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制度，合理调度各地的水资源，实现
优先保障人民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同时，要加强对水质
和水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保护好水资源，确保人民的饮水安



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我们要注重综合防洪能力建设。洪水是自然灾害中最
为频繁和危害最大的一种。我们要加强对洪水的监测预警，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人民进行避险转移。同时，要加强
堤防、水库、水文测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维，提高抗洪
能力。此外，还要注重河道的管理和整治，加强泥沙治理和
有效蓄洪区的建设，改善水生态环境，减少洪水的暴发与传
播能力。

最后，我们要注重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意识提升。治水工作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
作用。我们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防灾
意识和应急能力。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队伍，形成合力。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治水工作当中，
才能真正实现治水理念的落地生根。

总之，治水理念是我国长期以来治水实践的总结和借鉴，具
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充
分发挥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治水方法和手段，推
动治水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同时，也希望全社会能够共同
行动起来，形成“人人关注治水、人人参与治水、人人共享
治水成果”的良好氛围，共同建设美丽的水乡家园，为人民
创造一个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治水的心得体会篇三

一天，他把手下的大臣找到身边，对他们说：“各位大臣，
如今水患当头，人民受尽了苦难，必须要把这大水治住，你
们看谁能来当此大任呢?”

于是群臣和各部落的首领都推举鲧。尧素来觉得鲧这个人不
可信，但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暂且将治水的任
务委任给鲧。



鲧治水治了九年，大水还是没有消退，鲧不但毫无办法，而
且消极怠工，拿国家这一艰巨的任务当儿戏。后来舜开始操
理朝政，他所碰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治水，他首先革去了鲧的
职务，将他流放到羽山，后来鲧就死在那里。

舜也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能治退这水，大臣们都推荐
禹，他们说：“禹虽然是鲧的儿子，但是比他的父亲德行能
力都强多了，这个人为人谦逊，待人有礼，做事认认真真，
生活也非常简朴。”舜并不因他是鲧的儿子，而轻视他，而
是很快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

大禹实在是一个贤良的人，他并不因舜处罚了他的父亲就嫉
恨在心，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暗暗下定决心：“我
的父亲因为没有治好水，而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我一定努力
再努力。”

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职责啊!他哪里敢懈怠分毫。
考虑到这一特殊的任务，舜又派伯益和后稷两位贤臣和他一
道，协助他的工作。

当时，大禹刚刚结婚才四天，他的妻子涂山氏是一位贤惠的
女人，同意丈夫前去，大禹洒泪和自己的恩爱妻子告别，就
踏上了征程。

禹带领着伯益、后稷和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
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人迹罕至的地方
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大禹感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完成治水的
大业而空留遗憾，而在他的手上这任务一定要完成。他沿途
看到无数的人民都在洪水中挣扎，他一次次在那些流离失所
的人民面前流下了自己的清泪，而一提到治水的事，相识的
和不相识的人都会向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他不会收下
这些东西，但是他感到人民的情意实在太浓太浓，这也倍增
了他的决心和信心。



大禹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规矩，走到哪里就量到哪里。
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
水的新方法，其要点就是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地东流
入海。大禹每发现一个地方需要治理，就到各个部落去发动
群众来施工，每当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他都和人民在一起
劳动，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挖山掘石，披星戴月地干。

他生活简朴，住在很矮的茅草小屋子里，吃得比一般百姓还
要差。但是在水利工程他又是最肯花钱的，每当治理一处水
患而缺少钱，他都亲自去争取。

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一次他治水路过自己的家，听到
小孩的哭声，那是他的妻子涂山氏刚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
多么想回去亲眼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他一想到治
水任务艰巨，只得向家中那茅屋行了一个大礼，眼里噙着泪
水，骑马飞奔而走了。

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分为九个州，就是：冀州、
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他的
治水方法是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他
先治理九州的土地，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
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

然后他治理山，经他治理的山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
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
别山等，就是要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不至
于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后，他就开始理通水脉，长江
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

他治水讲究的是智慧，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
龙门山在梁山的北面，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
水被疏导到梁山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过不去。?大禹察
看了地形，觉得这地方非得凿开不可，但是诺大一个龙门山
又如何是好，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地方，只开了一



个80步宽的口子，就将水引了过去。因为龙门太高了，许多
逆水而上的鱼到了这里，就游不过去了。许多鱼拼命地往上
跳，但是只有极少数的鱼能够跳过去，这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
“鲤鱼跳龙门”，据说只要能跳龙门，马上鱼就变成了一条
龙在空中飞舞。

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
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驯驯服服地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
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米粮仓，人民又能筑
室而居，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后代人们感念他的功绩，为他修庙筑殿，尊他为“禹神”，
我们的整个中国也被称为“禹域”，也就是说，这里是大禹
曾经治理过的地方。

治水的心得体会篇四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
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以及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水资源的
供应短缺和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的防治水的意识和行动。在长期
的实践中，我积累了一些防治水的心得体会，特此与大家分
享。

首先，我们要从源头控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减
少用水量，杜绝浪费。例如洗手时，使用合适的量肥皂和水，
不要大量冲洗；同时，修好水龙头和水管漏水的问题，确保
水资源的最大利用。除了家庭用水，农业和工业生产也是巨
大的用水源头。农民和企业家应合理利用水资源，采用节水
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水管理方法，减少用水量、提高用水效率。
只有从源头控制，我们才能有效地节约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其次，我们要加强水资源保护。地球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保护它，我们要摒弃排放废水和垃圾的不良行为。政府



应加强环境监管，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违规排放者进行处
罚，从而减少水污染。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环保的意识
和责任心，不乱扔垃圾、不乱排废水，让水资源得到有效保
护。

此外，治理水污染也是防治水的关键。水污染已成为全球性
的问题，很多湖泊、河流和地下水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物。为了治理水污染，我们需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同时，科技进步也为治理水污染提供了强大的
支持。例如，通过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减
少工业和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研发新型的清洁能源和环
保材料，可以减少工业生产中对环境的污染。治理水污染需
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合作，只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取
得明显效果。

最后，我们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水资源是宝贵的，
节约利用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政府应制定科学的水资源管
理政策，合理安排用水计划，进行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与此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节约用水，遵守用水规定。在农
业和工业生产中，我们要优化用水结构，减少农田灌溉中的
水浪费，推广滴灌和喷灌技术。在家庭生活中，我们要养成
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注意每一滴的浪费。只有优化用水结构，
充分开发和利用可以再生的水资源，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
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总之，防治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在实践中要注重从源
头控制、加强水资源保护、治理水污染以及加强水资源的管
理与利用。在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下，相信水资源的供应短缺
和水污染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让
我们共同努力，为保护水资源、建设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治水的心得体会篇五

禹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就去向舜报到，愉快地接受了治水官
员的职务。

就在禹接受任命的第二天，禹的妈妈又去向舜求情：“为了
治水，我已经献出了丈夫，还有这个儿子，您就留给我吧!他
结婚才6天。”

舜对禹的妈妈说：“老人家，您的要求是合理的，您的心情
我也理解。可是国内有谁比禹更适合当治水官员呢?只要您能
推荐，我一定加以考虑……”

禹的妈妈想了一会，叹口气说：“大王，为了治水事业，看
来，我只能再献出我的儿子了。今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奉
献的了……”禹的妈妈说完放声大哭。

舜拉着禹的妈妈的手说：“不至于，老人家。我相信禹一定
会以他的智慧和辛劳降服洪水，若干年后，您和我还会共同
庆贺他的胜利。”

新任治水官员禹上任后并没有立即着手治理洪水，而是和大
家一起总结以前的教训，寻找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

筑坝围水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不然以前的人也不会世世代
代都采用这种方法治水。只有将洪水围住，人民才能在没有
水的地方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可是筑坝围水又隐藏着最大
的后患越蓄越多，等于是在替水积蓄力量，一旦冲破堤坝，
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就越深重。

禹在想：能不能想法削弱洪水的力量?

禹手下的人说：“洪水把一座座山头全都淹没了，除非让它
退下去，才能削弱它的力量。可是，它怎么肯退下去?我们又



能让它到哪里去?”

另外一个人说：“这么大的洪水，除了大海，再没有别的地
方能容得下它。”

这一句话提醒了禹，他高兴地说：“对，大海!我们着手疏通
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

可是，河道怎么走?大海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就像眼前的洪
水一样不可捉摸。

这时候，禹想起了“水往低处流”这句古话，只要能探明地
势的高低，就可以决定河道的走向。

禹的勇气，鼓足了大家的信心，群策群力，只用了很短的时
间，就制订出一个治水的方案。这个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
整修加固堤坝，把洪水围住，让逃荒的老百姓回来，在没有
水的地方抢耕抢种，安定民心。第二步是探明地势，开凿河
道，将洪水引入大海。

制订的方案是分两步走，但实施的时候却要同时进行。修固
堤坝是传统工程，禹委派了一个助手负责，自己领着一伙人
去探明地形。

禹和他的同伴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越过荒山野岭，过急流
险滩，跟凶猛的野兽搏个，靠野果和野菜充饥，用了几年时
间，才探明全国各地的地高低。接下来，大规模的治水工程
开始了。

禹把全国的治水队伍分成9股，每股都委派专人负责，自己担
任总指挥。

禹虽说是治水的总指挥，但他总是出现在最艰苦、最危险的
工地，身先卒参加劳动。他常因劳累过度，昏倒在水中，经



伙伴们抢救才得脱险。他长期泡在水里，全身都溃烂。百姓
们为此感动得流泪，跪下求他休息。禹扶起大家，对他们说：
“我的父亲死于治水，我现在的生命，也是为治水而活着。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谢谢大家。”

禹在治水过程中曾经有过3次经过自己家的门前，可是一次也
没有进屋去看看自己的家。

禹第一次从家门前经过，是赶往一处工地去解决一个疑难问
题。这时他离家已经9个月，当他走过家门时，听到屋内传出
婴儿的啼哭声。他算了一下时间，知道是自己第一个孩子出
世。

当时，跟随禹的人也都劝他回去看看，禹对他们说：“参加
治水有20多万人，谁不是离乡背井，撇下娇妻爱子?我身为总
指挥却不能公而忘私，我还有什么脸面向20多万的治水大军
提要求?”

禹第二次经过自己家门口，妻子抱着儿子站在门前。妻子拉
着儿子的手在挥动，叫儿子：“喊爸爸，快喊!”儿子怕生，
没喊。禹只是对妻子和儿子挥挥手，身影很快就在扬起的尘
土中消失了。

禹第三次经过家门，儿子已经10岁了。儿子站在大路上告诉
禹：“妈妈在生病。”禹摸摸儿子的头说：“你已经是大人
了，你好好照顾妈妈。”说罢，掉头走了。

治水工程进展得比计划快，9条主河道已经开通，好几个大坝
中的蓄水也通过河道流入了大海。现在禹正在率领大家开凿
支渠，排除田野中的积水。

洪水刚退，土地还不能耕种，禹委派自己的助手们领着大家
到山上去捕捉野兽，到河里捕鱼度过灾荒。与此同时，禹又
委派种庄稼能手，把农业耕种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在洪水退



去的土地上种上桑麻，撤下谷种，几年下来，桑麻遍地，禾
谷飘香。

禹治水整整花了时间，他自己从一个年轻的英俊少年，劳累
得满面皱纹，弯腰驼背，俨然是个老人了。老百姓感激他，
称他为大禹。

大禹治服洪水后，皇帝舜派人把大禹的妈妈请来，对她
说：“老人家，感谢您为国家生了个好儿子。现在我跟您商
量，我想把皇帝的位子让给大禹。”

大禹妈妈说：“那是万万不行的，让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岂
不要折死他。”

舜说：“我也是个平民出身，大禹比我强得多。老人家，我
委派大禹治水，您也说他不行。事实证明您错了。这次，您
就再依我吧。”

大禹妈妈说：“我是个妇道人，知道什么。你是一国之主，
当然你说了算……”

大禹被舜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以后，一开始是在舜的身边，协
助舜料理国家大事，后，舜去世了，禹正式登上了皇位。这
就是我国历史夏朝的开始。

大禹就是夏朝的第一代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