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 学习李保
国同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那么心
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一

内丘县岗底村的村民再也等不到他们的李老师了!

--“李老师是我们村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岗底的今
天。”李保国20xx年的老朋友、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
话间掉下了眼泪。“4月6日中午，我们还在一起谋划岗底的
美丽生态大花园建设，探讨苹果深加工项目……”

平山县李家庄村的村民再也等不到他们的李老师了!

--“这是民俗一条街、休闲广场、观景平台，这是樱桃、红
树莓产业园……”4月12日上午，站在村庄规划图前，李家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树彦难掩悲痛。“没想到，产业刚刚起步，
给俺村做规划的李保国教授却永远地走了……”

青龙满族自治县干沟村的村民再也等不到他们的李老师了!

--原定4月14日李保国到干沟村指导“国光森林文化观光园”
建设，这是他生前帮扶的最后一个项目。“4月8日晚上，我
还就苹果树苗的事向李老师电话咨询……”省委宣传部驻村
干部、干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赵鸿颇哽咽着说。

采访中，一个细节让我们眼含泪水。

在李保国离去后的两天里，他的手机还不时地传出淳厚的乡



音:“李老师啥时来俺们村作指导啊?”那些深山里不知噩耗
的农民兄弟，还在期盼着他的帮助。

山区百姓盼李保国，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李保国没架子，是个
“农民教授”。

--他穿不讲究、吃不挑剔，像农民。

脸庞黝黑、笑容憨厚，一身尘土、两脚泥巴，扎在人堆里，
李保国和农民没啥两样。

“李老师穿的衣服还没有一些农民的好。有人说他不会讲究，
开始我也这样认为。”杨双牛讲到，一次下地，李保国的衣
服被树枝划了个口子，“我想给他换件新衣服，问他穿多大
号。他说‘你省点心吧，你把我打扮成上讲堂的教授模样，
我咋和农民打交道?’我问这有关系吗?他说‘农民不认可你
这个人，技术传授就会打折扣。’”

--他说话直白、通俗易懂，像农民。

“给农民讲课，不能把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那一套搬来，
得把你的技术变成农民能理解的、能记住的、能做到的东西。
”李保国常说。

教农民疏花，他讲得很形象:“一棵果树所供给的营养有一定
的限量，打个比方，10个馒头10个人吃，一人只能吃一个，
谁也吃不饱。如果10个馒头5个人吃，一个人就能吃两个，大
家都能吃得饱。”

赞皇县寺峪村有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村里请一
位专家来讲修剪技术，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农民听
得直挠头。后来李保国去讲课，只教大家认识两种枝，一种是
“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
高兴地说:“原来这么简单!”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二

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河北省特等劳动模范”、“农民教授”、“科技财
神”、“太行新愚公”。李保国同志扎根基层，深入太行山
区，三十年如一日的为山区林业发展、农民生产致富殚精竭
虑，奉献毕生心血和汗水，最终积劳成疾，永远离我们而去
了。作为一名基层高速工作者，李保国的事迹对我触动很大，
在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我们每一名同志都
要向李保国教授看齐，要化悲痛为力量，弘扬他的高尚精神，
为魅力张承做贡献，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砥砺奋进。

学习李保国同志，就要学习他务实的作风和质朴的品质，扎
根基层不怕吃苦，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奉献精神。我站地
处张家口半坝上地区，地理环境恶略，常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
冬季最低气温达-40摄氏度，无霜期130天。年前初来乍到时，
忍受不了这里的寒冷，一度想放弃这个工作。在领导与家人
的支持与劝说下，我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誓要真打真干，
做出一番成绩。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名站中层管理者，
深入群众内部，围绕“爱高速，做贡献”聚思广议，为了更
好的服务司乘人员，想方设法把大家业务技能搞上去，跟附
近村民详细打问周边环境，熟练指引问路的司乘。

学习李保国，就要学习他心系群众、亲民爱民的大爱情怀。
关注弱势群体，传递爱，送温暖。我们班组重视“善”，取名
“福善班”。三月雷锋周期间，我班集体前往站临村看望一
名七十岁的路姓大爷。他家境条件艰苦，无儿无女，是村里
典型的孤寡老人。我们送去一袋白面，并帮他做了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六一儿童节当天，我班在站领导的带领下前往
张家口市儿童福利院参加“快乐儿童，畅想六一”活动。给
孩子们带去用募捐款购买的一台全自动洗衣机跟一台微波炉，
并献唱《爱的呼唤》《感恩的心》。



学习李保国，就要学习他奋发作为，拼搏进取的创业精神。
近日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收费班，到了监控新班组。在
这里我还是外行，下定决心向同事们虚心学习，早日胜任新
岗位。将工作研究透彻，与大家一起努力在后台服务司乘人
员。

学习李保国同志不能只出于口中，不能只书于纸上，让我们
大家一起付诸于行动中吧!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三

____日上午，我站职工认真学习观看了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的直播，报告会感动、震撼，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李保国教授198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山区开发
与经济林栽培技术推广工作。三十多年来，他扎根太行山区，
甘做“太行新愚公”，把自己最好的论文和科研成果写在太
行山上，将自己平凡的而又伟大的一生镌刻在山区人民群众
的心中。他每年在山里“务农”的时间超过200天，先后完成
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
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
国知名品牌，实现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子。

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李保国为山区服务心系农民忠诚于党的
思想与精神深深使我备受鼓舞!30年扎根农村，他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个党员崇高的政治使命。荒山变金山银山的转变，
是李保国用生命描绘出太行山的一片新希望!李保国说：“我
如农民，农民才能如我”，这句朴实又简单的话语却道不尽
他一辈子为农民为山区的炽热之心!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扎扎
实实练好基本功，要立足基层，基层里也有年轻人的广阔天
地!听到这句话时，作为刚刚加入到基层收费工作的我来说，
如春雨润物。这位老教授老党员用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实际
的行动在向我们年轻人指引出一条康庄大道!李保国对待工作
严谨认真，对待学生严慈并施，对待妻儿诸多惭愧，对待自



己的身体毫不珍惜。他争分夺秒，他为群众一再奔波，将生
命的最后一刻挥洒在心心念念的山区，他在山区扶贫的前路
鞠躬尽瘁，将自己变成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他走了，但他的
精神与太行同在，如同那些战争年代把名字镌刻在太行山上
的英雄一样，闪闪发光!

收看报告会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的流下眼泪，身为一名高速
人，我们更应该要以李保国同志为榜样，深入学习李保国同
志信念坚定、牢记责任、始终对党忠诚的优秀品格和他心系
群众、奉献百姓、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我们要以服务司乘
为己任，用微笑传递大爱，学习工作技能，掌握工作要领，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更好的展现高速人的良好形
象，为河北高速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四

为学习李保国精神，我们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了此影片。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看完了电影，内心汹涌澎湃，敬佩
之情溢于言表。

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授。他说，“这辈子最过
瘾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变成了农民，还有一件事，就是把农民
变成了我”。这话说得铿锵有力，充满自信、快乐和满足。
作为一名党员，他不忘初心、不移其志、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艰苦
奋斗、甘于奉献、求真务实”的精神品格，他是拓展深
化“太行山道路”的优秀带头人，做出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
验的实绩，用生命践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了
自己的入党誓言。他35年如一日情系太行，把课堂搬进山沟，
把实验室放在果园，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他见不得百姓受穷，
一头扎进穷山沟，10多万农民因他而脱贫，被誉为“太行新
愚公”。年仅58岁的他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留给人们无
尽的悲痛。



他“把自己变成了农民”。他是文化人，却始终保持着淳朴
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穿着朴素，和农民一起开山、栽
树，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农民讲授种植技术，自掏
科研经费给太行乡亲们力所能及的技术帮助，下乡指导不给
农民添负担，从来都不要一分钱，一双沾满泥巴的运动鞋穿
在脚上，他被人们亲切地呼为“农民教授”。

他“把农民变成了我”。那么多太行山村先后富裕了，靠什
么，一句话，靠他培养的数不清的种植土专家。这么说一点
不过分。

他作为一个病患者，不遵医嘱，心系扶贫，以“活着干，死
了算”的气魄拼命工作，带动了家属，带动了学生。

观看完电影，大家热泪盈眶。哀思之后，我们更应该化悲痛
为力量，争做李保国式党员干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学习他甘于奉献、不为名利的精神追求，
传承他待百姓似亲人的为民情怀，弘扬他让荒山披绿、穷岭
生金的责任担当。李保国同志既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
作者学习的榜样。李保国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不会走，他
的事业不会走，燕赵大地一定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李保国，
汇聚起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磅礴力量。

李保国同志是时代楷模，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学习他对党
忠诚，心系群众的政治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拼
搏精神;学习他淡薄名利，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我也是一名
党员，工作中要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干事冲在
最前头，不怕苦不怕累，传播中华传统美德，淡薄物质财富，
追求永远的精神财富。

李保国先进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五

会议记录材料一：



李保国，男，46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
中，李保国深知，为人师者，“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得
有一桶、一缸”。他大学毕业20年后，为了不断接受新的知
识，毅然放下教授的架子去读博士。他坚持根据生产实际需
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他主持的科研项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分别获得了国家、林业部、河北省的一系列奖项，如他主持的
“太行山石质山地爆破整地造林技术”获原林业部“国家七
五重大攻关成果荣誉奖”，“太行山高效益绿化配套技术研
究”获原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
奖，“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中
心试点的前南峪村获得“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五百佳”提名奖，
并获得“河北省山区创业二等奖”，“优质无公害红富士苹
果配套栽培技术研究”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保国每年在艰苦的农村工作超过200天。他带领学生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第一时间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邢台县桨水试区，他们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了花
果山，成为太行山区最绿的地方，荣获联合国全球环境500佳
提名奖。在内丘县富岗村，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苹果
生产中，生产出的优质苹果被评为a级绿色食品，创出了国内
著名的“富岗”苹果品牌，在99昆明世博会上获得银奖，极
品果卖到100元一个。大量的实践，使学生看到了学农也会大
有作为;在与基层群众的接触中，使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发生了可喜变化，巩固了专业思想，坚定了“学农爱
农”的决心和信心。

长期的科研工作，大量的科研成果，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李
保国最了解学科的前沿、农村的需要、果农的期盼。他及时
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充实到教学内容中，
把生产一线的信息作为自己调整教学内容的信号，更新教材，
更新讲授内容。他先后主讲了《高级经济林栽培专题》等9门
课程，每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主持完成了《北方经济林
栽培学总论》等9部教材的编写，在全国性刊物发表论文40余



篇;教学研究成果先后获省级二等奖一项、校级一等奖二项。
他的进取精神激励着学生。他教的.毕业班，25%的学生考上
硕士研究生，他带的硕士研究生，70%考上了博士研究生。

李保国讲：“我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农民的孩子上学不容
易”。他自己出钱为贫困学生交学费。他主动和学习后进学
生交朋友，使他们努力上进，完成学业。别人不愿意上的课
他去上，别人不愿意管的班他去管，别人认为是“刺儿头”
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不仅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而且和
他结下了深厚友谊。一些毕业十几年的学生，有了困难他仍
然一如既往给予帮助。

他曾荣获“全国振华扶贫奖”，“全国科技兴村先进个人”;
先后6次被授予“河北省山区开发先进个人”，两次被评
为“河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还荣获河北省“特等劳模”，
保定市“劳动模范”，“保定市教育系统红旗手”，“保定
市生产建设红旗手”，和“河北农业大学太行山道路先进个
人”等荣誉和称号。

会议记录材料二：

曾有作家主动提出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立传，却遭到
拒绝。“不想出名，也没有时间，有时间还不如多走访几户
农民。”李保国如是回答。

只是这一次，李保国再也无法拒绝。6月12日，距离李保国心
脏病突发猝然离世63天，北京，人民大会堂，李保国先进事
迹报告会上，“李保国”这个名字浸润着感情，从每个讲述
者口中一次次说出。

“他亲自帮扶十几个驻村工作组开展工作，总是无偿为农户、
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清楚
记得，曾有记者问李保国，“你有这么好的技术，整日奔波
在外，每年至少有上百万元的收入吧?”李保国回答说，“不



为钱来不为利往，一个心眼为百姓，农民才信你、才听你”。

岂止是不拿工资、不持股份，“岗底的穷帽子，是李老师帮
我们摘掉的，村民的好日子，是李老师用命换来的!”“硬
汉”杨双牛哽咽着，深情回忆：1996年8月，河北省内丘县岗
底村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洪水冲毁了村里200多亩保命田，
山上果树损失严重。村民们都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忙乱
中，刚赶到村里救灾的李保国递给担任村支书的杨双牛一张
纸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

就这样，李保国带着行李扎进了岗底村。岗底村的苹果原来
不套袋，卖不上价钱。李保国教果农套袋，有的人说：“苹
果不见光、不透风，还能长吗?”李保国花钱买来苹果袋，让
果农白用，他对果农说：“赚了是你们的，赔了算我的。”
秋天到了，苹果红了，套了袋的苹果细皮嫩肉，酸甜适口，
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如今，岗底村人均年收入31000
元，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李老师是我们的恩人，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李老师
竟然这样走了!”人民大会堂内，杨双牛声嘶力竭地喊着，那
一刹那，他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至今无法接受事实的还有李保国的妻子郭素萍。“保国，多
想和你再去岗底看苹果，多想和你接着在车上聊绿岭核桃，
多想咱家再吃一顿团圆饭，多想看到你再抱抱我们可爱的小
孙子。保国，我想你!”

“我觉得我什么都满足，我就需要干点事，别的我都不需要，
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着有多享受。”“我这辈子最过瘾的是
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我变成农民，一件是把越来越多的农
民变成我。”李保国生前说的话，一句句被回忆起，人们为
之动容。

“这是一次心灵洗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作人员刘



晓玉对报告会印象最深的是李保国的“三个家”：一个是永
久的，在保定市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临时的，在平山葫芦
峪、邢台前南峪等几个主要帮扶基地;一个是流动的，在他那
辆越野车上，“李保国教授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带
领10万多农民脱贫致富，他是新时代的楷模”。

走出人民大会堂，教育部工作人员王涛眼眶里仍泛着泪花。
王涛感慨，一位大学教授竟然比“农民还农民”，心无旁骛
地扎根农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
今后会在工作中向李保国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
的人。

李保国走了，但他还“活”着，活在了太行山千千万万百姓
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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