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聚焦目标任务 山东的心得体
会(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聚焦目标任务篇一

山东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省份之一。我有
幸在这片古老而又繁荣的土地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深深地感
受到山东的独特魅力。在与这片土地相互交融中，我积累了
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山东的人民勤劳、善良。作为一个沿海省份，山东的
人民以渔业、农业为主要产业。他们默默辛勤地耕作和捕鱼，
为了维持生计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在和山东人民的交往中，
我深感他们的勤劳和坚韧。同时，山东人民也以善良和热情
著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总是愿意帮助别人，给
予他人温暖和关爱。这种善良和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让
我学会了更加关心他人，积极帮助他人。

其次，山东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山东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的集聚地，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泰山、孔庙、
曲阜等历史文化名胜吸引着大批的游客。这些古老的建筑和
遗址见证了山东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在参观这些景点的
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山东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程。这让我
对中国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山东的自然风光秀丽多样。山东拥有秀美的海岸线、
雄伟的山脉和广袤的平原。青岛、威海等沿海城市被誉
为“东方瑞士”，拥有壮丽的海景和优美的海滩。同时，泰



山、嵩山等山脉也吸引了大量的登山爱好者。无论是海滩还
是山脉，山东的自然风光都别具一格，让人陶醉其中。在欣
赏这些自然美景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自然的伟大和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

第四，山东的传统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山东菜以重油、重盐、
重汤而著名，有着浓郁的风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葱爆海参、
鱼翅狮子头等传统菜肴都让人食指大动。在山东，无论是大
城市还是小镇，都有独具特色的小吃和糕点。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济南的“臭豆腐”和烟台的“蓬莱烧卖”。品尝山东美
食是我在这里的一大乐事，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山东的饮
食文化。

最后，山东的发展势头迅猛。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山东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山
东还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山东，我看到了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决心。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发展的重要性，并激发了我对未来的努
力追求。

总之，我在山东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收获了很多。勤劳善良的
山东人民、深厚的历史文化、壮丽多样的自然风光、诱人的
美食以及快速发展的势头，都让我对山东充满了深深的向往
和热爱。我相信，山东这片独特的土地将不断吸引着更多的
人们前来探寻和感受。

聚焦目标任务篇二

专升本：具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及自学考
试机构等颁发的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的社会各界人士。

二、我们为您提供：



（一）国家承认的各类民办专科、本科证书。我们的合作院
校包括

南京地区名牌大学、知名院校和多所省外高校，如： 北京语
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语言、上海大同学院、长城专
修学校等多所国家承认的民办高校，在权威的民教网上可以
查的到，部分证书更是10到15天即可取证！

（三）我们的专业设置：

工商管理系：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市
场营销，房地产管理，物业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酒
店管理，经济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国贸系：国际贸易，电子商务。

经济系：经济学，财政学。

金融财会系：金融，会计，税务。

文法系：中文，法律，汉语言文学，心理学，文秘，播音主
持.新闻学

计算机系：计算机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电子信息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外语系：英语、日语。

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程技术，土木工程，土木
工程施工与管理，道桥，市政工程。

艺术系：广告，形象设计，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电气自动化，冶金工程。

教育系：幼儿教育，教育、英语教育。



医学系：护理学 药学。

资源及环境科学系：采矿工程，公共卫生管理，林业生态环
境工程，生物工程系：食品科学与工程，园林、农学，生物
技术及应用。

畜牧系： 畜牧兽医。

电力工程系 ： 电厂热能动力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系： 工程管理。

交通运输系 ： 交通工程、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专业类别齐全，值得信赖！欢迎来电咨询，现场报名！

聚焦目标任务篇三

山东，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山东
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地方，拥有许多名胜古迹和悠
久的历史遗迹。在我有幸到访山东的旅程中，我对这个地方
有了许多的感触和体会。

首先，山东的人民非常友好和热情。无论我走进哪个城市，
无论我到达何处，我总能感受到山东人民的热情款待。无论
是在酒店、餐馆还是景区，我都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并
且得到了诚挚的帮助和关心。山东人民的热情和友好让我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使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喜爱和敬意。

其次，山东的美食令人难以忘怀。山东菜以其丰富的口味和
独特的烹饪技巧而闻名。无论是水煮鱼、黄河大虾还是孔府
三美（八宝饭、醉虎儿和花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品尝了当地的小吃，如鱼饺、煎饼果子和糖葫芦，它们
的味道非常美味和独特。通过品尝山东的美食，我不仅能享



受到美味，还能了解当地人的饮食文化，这也成为我旅行中
的一大乐趣。

第三，山东的自然景色令人叹为观止。山东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其中最著名的是泰山和青岛。泰山作为中国五岳之一，
是中国鬼斧神工的杰作。登上泰山的山顶，可以欣赏到壮丽
的日出和壮观的云雾奇观，这给人一种心旷神怡和脱离尘世
的感觉。而青岛则以其美丽的海滩、浪漫的栈桥和独特的建
筑风格而闻名。无论是漫步在沙滩上，还是欣赏栈桥上的日
落，我都被这里的美景所震撼和感动。

第四，山东的文化底蕴深厚。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中国
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我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和孔府，感受到了
孔子的伟大和他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此外，我还参观了
济南的泉城广场和章丘的铁塔，这些都是山东悠久文化的重
要象征。通过了解山东的文化，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为之自豪和敬佩。

最后，山东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的一个
重要经济省份，山东的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很
高。尤其是济南和青岛，这些城市为我展示了一个现代化而
又繁荣的中国。高楼大厦林立，繁忙的人群穿梭于街头巷尾，
这一切都成为我对山东的印象。山东的快速发展也让我对中
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总之，我对山东的旅行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深刻的
体会。山东人民的热情友好、美味的山东菜、壮丽的自然景
色、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快速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让我对山东
充满了喜爱和敬意。我相信，山东会继续发展壮大，在世界
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魅力和风采。

聚焦目标任务篇四

师范附小 四年级五班 孙康耀



去年的时候，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济
南召开时，山东省省长姜大明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强
调“建设生态山东，让齐鲁大地更加美丽”。

姜大明说：“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中。严格实施用水总量控
制管理办法，积极创建生态文明城市。严格落实工程减排、
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措施，确保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消减。
积极构建“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深入开展环湖沿河
沿海大生态带建设，加强小清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确
保南水北调干线水质量达标。高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实时
发布山东全省主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检测信息，实施分阶段
逐步加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建立应对雾霾天气长
效机制。强化土壤、重金属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搞好固体
废物管理和综合利用。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抓好造林绿化和湿
地建设，加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力度。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持续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健全
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强化节能减排和生态山东建
设目标责任考核，依法严厉查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行为。
通过不懈奋斗，让齐鲁大地更加美丽，生态山东造福人民。
白天能够看到蓝天白云,晚上能够看到繁星闪烁；能见度大概
在10公里以上。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

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
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十八大报告中又将生态文明纳入小康社会
总体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
展为“五位一体”,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更加全面。这
也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表明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水



平。早在十年前,山东就明确提出“生态省”建设；去年5月
举行的省十次党代会上,又作出了建设“生态山东”,增创绿
色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部署。如今,山东形成了自上而下、共同
努力的生态建设大格局,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15%至20%,“十
一五”期间节能、减排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受到国务院
通报表扬。59条省控主要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山东在
淮河流域、海河流域治污的国家检查中分别实现了五连冠、
三连冠。齐鲁大地的生态面貌在一天天变靓,但对照十八大报
告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仍任重道远。对此,山东保持着清醒
的认识。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舍得花钱,加大投入力度。建设
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紧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山东山清水秀,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必然要求,也是齐鲁的优势。山东将着
重抓好大气质量提升,全力打造国家森林城市,推动水生态示
范城市建设等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使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
善和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要养成保护环境，爱护公物的好习惯。每一
个人都应该做——保护环境，爱护公物的小卫士。我在家有
时候房间里除了电视,其它光源都是关闭的。这是我的生活习
惯,只要光线够用,就绝不多耗一度电。我在生活和学习中的
一个“癖好”: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只要看见哪个空房
间开着灯,或哪里水龙头开着,我必定要把光源、水源关掉才肯
“罢休”。我们必须很有必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采取措
施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质,弘扬生态文化,使生态文明观念深
入人心,以可持续消费促进可持续发展。虽然现在人们都意识
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还有一些没有行动起来的人，赶快行
动起来吧！我相信，只要我们人人都献出一分力，地球的明
天会很美好、整洁。历史的车轮正轰隆隆地驶向22世纪，我
们作为一名小学生，一个小公民，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呼吁
大家：保护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责无旁货！
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



做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母亲，拒绝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让
土地从贫瘠变为富饶，让地球美景重现，让人类不再有苦难
和伤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只有共同关心，才
能一起发展，才有美好的前景，那就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
着心，共创绿色环境，让蓝天更蓝，让清水更清，让我们齐
心协力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从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做起，来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仅仅是号召和观
念转变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加大制度改革创新力度,尽快形成
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制度体系。顾炎武曾经说过，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历史重任要落
到我们跨世纪一代的肩上。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
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
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聚焦目标任务篇五

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所谓民俗，就是在民众中传承
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民众现实生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众所传承的各
种民俗事象的本质、特点、作用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
的学问，是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

民俗包括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语言习俗、居住习俗、人生
仪礼习俗、社会交际习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工艺、
民间信仰习俗等。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文化，更受地域所决
定。俗话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齐鲁文化正是以丰富多
彩的山东民俗文化为支撑的，比如各地方言、饮食、服饰等
就是这种多样化的最直观展示。山东老百姓的家常便饭常常
离不开大葱，但吃法却不一样。胶济线以南、津浦线以东、
胶莱河以西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鲁西北、鲁西南习惯吃饼子
窝窝头。整个山东几乎都喜欢大饼卷大葱，那叫“大葱蘸酱，
越吃越壮”；喜欢白菜炖豆腐，所谓“白菜豆腐保平安”。



要改善生活怎么办？那就是烙大饼、卷大葱。民间甚至认为
皇宫和上层社会也喜欢大饼卷大葱。鲁西南有一出传统戏中
就唱道：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
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

山东各地的语言，在外界看来，主要是以山东快书为代表的
济南周边方言和以侯宝林相声中学说的胶东话、倪萍在中央
电视台春节晚会中表演的“天气预报”为代表的胶东方言最
有代表性。其实，山东各地的语言习俗可以用“五花八门”
这个成语来形容。大家如果到山东各地走一走，听一听山东
各地方言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山东的济宁、菏
泽沿着运河往北走，一直到聊城，几乎每个县的方言土语都
不相同。在称呼上，也是五花八门。鲁中鲁北管小姑娘叫小
妮或小妮子，大姑娘叫大妮或大闺女；青岛则把小姑娘称为
小嫚、大姑娘称为大嫚；沂蒙山区却把未婚女青年称为识字
班，把已婚妇女称为妇救会。鲁西北、胶东管父亲叫“爹”，
沂蒙山区多数地方却叫“爷”；山东多数地方管祖母叫“奶
奶”，潍坊一些县市却称为嫲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研究的结果，主要有三条原因。
第一，与古代鲁国、齐国对待民俗所实行的治国之道密切相
关。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公（姬旦）。尽管他没有到任，
但是他和他的儿子伯禽实行的是“革其俗变其礼”，把政区
内各个地方的民俗统一于周王朝的礼仪；而齐国第一任国君
是姜太公，他实行的是：“因其俗，简其礼”，基本保留了
各地原来多样化的民俗。第二个因素，就是鲁西一带，甚至
往南到安徽、江苏北部，往北到河北南部，基本都处于平原
地带，地域之间的人们往来交流方便，促进了语言习惯的趋
同。第三个因素，是这个地区处于大运河沿岸的关系。运河
的通航，促进了沿岸民众的密切交流往来，从而使这个地带
的民众形成了比较相近的语言习惯。

二、齐鲁文化 多山多水多圣人



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家先观察一下山东省版图与中国
版图的对比，会发现形状很相似。不仅如此，山东的物产兼
具南北特点：山东的气候没有南方的湿热，也没有北方的寒
冷，处于全国中间水平；山东有占全国近十分之一的人口，
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的gdp，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东部
胶东半岛到鲁中地区，再到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也和全国
一样，呈现出发达地区、一般发展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渐次
过渡。可以说，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同时，齐鲁文化也
是中华文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齐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其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以
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要，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
礼为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
谐为最高境界，以“中庸之道”为基本方法，以因时变革为
前进动力。

山东文化资源丰厚，圣人贤士、文化名人众多，文化经典浩
如烟海。早在四五十万年之间，就有与北京周口店地区同期
沂源猿人生活在这里。山东历史上和地理自然环境中所形成
的北辛文化、岳石文化、东夷文化、鲁文化、齐文化、莒文
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泰山文化、水浒文化、泉文化、
海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丰富多彩，交相辉映，构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仍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
产生着重要影响。我们对外宣传山东，常常会讲三句话：泰
山从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从这里诞生。这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一山一水一圣人”。

首先，我们来说泰山从这里崛起。与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
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泰山，是世佛罗里达双文化遗产。但是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宣传黄山的非常响亮的口
号：“感受黄山，天下无山”。如果单就风光秀丽来说，泰
山可能不如黄山。但是就文化底蕴而言，泰山在中国人的心
目中，自古以来就占有任何一座山峰都无法替代的崇高位置。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这是孔子晚年编订的《诗经》中
对泰山的赞叹。明代的《泰山经》说：“泰山胜迹，孔子称



首。”在历史的长河中，泰山被奉为国山、神山、圣山，上
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前来封禅、朝拜。中国历
来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之说，安如泰山，稳如泰山，
重于泰山等一大批与泰山相关的成语，都证明着泰山至高无
上的地位。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其次，我们说一说黄河从这里入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文化中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山东拥有独有的黄河入海口
奇观，这里有中国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

我们再来说孔子从这里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对后
世的政治、思想、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中国和世界最富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至圣孔子、亚圣孟
子故乡的“四孔”、“四孟”，是重量级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是所有华人华侨，甚至中国之外的不少文化人景仰、朝
圣的地方。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半数左右产生在齐鲁大地
上，如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全部，
五经中的《诗经》、《春秋》，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司马法》，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等
等。咱们可以找一个旁证来说明泰山和孔子无比崇高的地位：
封建时代的皇帝，号称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真
叫“老子天下第一”。皇帝除了拜天、拜地、拜祖宗之外，
不拜任何人，别的人只有给他三跪然后九拜的份儿。但是只
有来到山东例外。为什么？因为他既要拜泰山，又要拜孔子，
如果他不跪拜，人家不会认为泰山、孔子不够权威，而是会
认为这个皇帝没有文化，没品位，没教养，甚至认为他这个
朝代已经朝纲废驰，礼崩乐坏了。

说起山东的文化名人，人们可能都熟悉这样一个故事：曾经
在曲阜为康熙皇帝讲经的《桃花扇》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
孙孔尚任，后来到江南做官。到任后，发现在他下塌的地方，
门口贴上了一联：“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孔尚任一看，
这是考较我呢！于是不假思索，大笔一挥写出下联：“北国



一山一水一圣人”。

也许大家会说，你怎么把大清官、大忠臣刘墉刘罗锅这样一
个重要人物给漏了？其实，这并不是我有意无意地遗漏。因
为同前面提到的那些名人甚至没有提到的 一些人比起来，刘
墉还差着点行市。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在历史上的地位、贡
献和名气就比刘墉大得多，刘墉的老家诸城更是名人辈出，
名称“四大家”：孔夫子的女婿家（公冶长），李清照的婆
婆家（赵明诚），毛泽东的丈人家，康生、王统照和臧克家
的姥姥家（也是老家）。

三、齐鲁文化与山东民俗 相互影响、双向互动

那么，文化与民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文
化与民俗是一个文化体系内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两个方面。
民俗源自生活，又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生活。山东的民俗发
源于齐鲁大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为齐鲁文化的产生、
传承、弘扬和山东大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同
时又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在厚重的齐鲁文化熏陶下不断塑
造和完善自己。山东民俗既是山东地域文化（主要是齐鲁文
化）产生的母体，同时又是优秀的齐鲁地域文化传承熏陶的
产物。为了说明这个关系，我想用河流、大树、庄稼为例，
来打一个比方：

一方面，山东的民俗是齐鲁文化形成的土壤和根基。如果说
文化是一条大河，那么，民俗就是这条大河之源；如果说文
化是一棵大树，那么，民俗就是这棵大树之根；如果说文化
是大地上丰收的庄稼，那么，民俗就是这些庄稼生长的土壤。
上层文化几乎都是不断吸取民俗文化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孔子杏坛设教、讲儒家思想，应该说是高雅至极了吧？但是
孔子讲的内容是什么？是礼（礼仪）、乐（音乐）、射（射
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都是最普通、
最民俗的东西。还有若干成语，比如“瓜田李下”、“瓜李
之嫌”，就是从“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民俗发展而



来的。

另一方面，文化对民俗也有着大而深刻的影响，齐鲁文化是
山东民俗塑造自我的模具。文化的大河也会派生出一条条民
俗的支流，文化的大树也会生长出一根根民俗的分支。很多
民间习俗也是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在山东，齐鲁文
化特别是孔子作为一个文化巨人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华
民族，尤其是山东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
张，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山东民众的观念、行为、习俗、信
仰、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安排
生产生活、处理各种事务、协商各种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的
指导方针，成为民风民俗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遵循，成为塑造
山东人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