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优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
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
和分享。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
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我最崇敬的人就是袁隆平爷爷，国际上有许多家机构高薪聘
请袁隆平爷爷出国工作，但是他都婉言谢绝了。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享誉世界的“杂交水
稻之父”。他参加工作50多年以来，不畏艰辛、执着追求、
大胆创新、勇攀高峰，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使我国杂交水稻研
究及应用领域世界水平，推广应用后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
给难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袁隆平爷爷说：
“科学研究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个是关键。搞科研，
应该尊重但不能迷信，应该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科研的
本质是创新，如果不尊重、不读书，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如果
迷信、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

“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您一生的缩写。袁隆平平
爷爷，您是一位科学巨匠，一颗闪耀在科学天空中的巨星。
作为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我对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强烈
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集中体现了我国科技工作
者敢于创新、顽强拼搏、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宏大抱负，集中
体现了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平易近人、甘为人梯的崇高精
神。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写下了美好的



篇章，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做出了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贡献。
”

爷爷，您的一席话深深地教育了我，您是我最崇敬的人。今
天，我是天真浪漫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明天，我将成为建
设祖国的栋梁之才，我一定以您为榜样，好好学习，为祖国
作贡献。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学习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常言，民以食为天。生存，是
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自人类诞生起就从未停止过对粮食的
渴望。又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足以
体现粮食于人们而言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有
不败之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民的温饱问题。

上世纪，灾祸来临，饥荒严重，人们的生活遭遇严峻考验。
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忧虑，对生存下去的迫切期盼，有一
位博学多才的人，踏上了培育水稻新品种的漫漫研究长路。
他，就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黑且瘦，颧骨突出。青丝间染上了白雪的颜色。手掌宽大粗
糙。衣着朴素。话并不多。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
形象却朴实得像个平凡的农民。他亦笑称自己，再怎么打扮
都是个农民。

不同于别的院士坐在室内、享受国家的津贴，袁隆平是实实
在在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在田里劳苦了一辈子。

袁隆平是坚韧而执着的。在探索杂交水稻的这条路上，他遭
遇过太多太多的困难，遇到过太多太多次的失败，可他始终
没有放弃。他拥有博爱，宽厚的'胸怀，怜悯苍生，以己身赴
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研究尚未成功时，袁隆平为了寻找一株



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在田间，头顶毒阳，脚踏烂泥，一
穗一穗的仔细寻找。

他用粗糙的大手抚过稻穗，向深沉的黑土地倾诉梦想。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种植杂
交水稻。种植杂交水稻后，产量大增，获得了全国无数农民
大力称赞。之后，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世界各
国纷纷引进种植。杂交水稻，养活了中国，养活了世界。

袁隆平成功了。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袁
老说过，他信奉这样一条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首
先，知识袁隆平于西南农学院;其次，汗水几十年如一日对杂
交水稻的研究;其三，灵感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
论证出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其四，机遇发现了一株
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这几点，他都具备了，
所以他成功了。而这四点其中，最可贵的莫过于汗水，试问
有谁能坚持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田里若是几个月，或许有人
能坚持，若是几十年，都怯了。袁隆平做到了，所以成为杂
交水稻之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袁隆平。

袁隆平是专注而敬业的。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多久，
袁隆平便起身告退，水稻长了，要到田里去了。是这般的朴
质的话语，满溢出对名利的淡泊与对本业的钻而不倦，如何
不教人感动!如今的人们，已经被社会上的浮华迷失了眼睛，
灵魂覆满尘埃，空洞而贫乏。袁隆平获得成功的道理与我们
能否获得成功，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企望获得成功，却总
是不愿付出，与成功屡屡擦身而过，终不可得。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说他拯救
了世界也并不为过。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是他泽被苍生的胸
怀。



这位老人，现已过古稀之年。他仍然用他的生命烛光照亮着
世界，关注着农业，将一生献之天下苍生。在他身上，彰显
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盛而不衰的传统美德孜孜以求，钻
之弥坚的探索精神，博爱无私，敬业乐业的奉献精神。他用
他的智慧，支撑了世界以亿计的人民!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学习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在科学研究上，袁隆平是一个
特别认真特别严谨的人，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豁达大
度非常幽默的人。

人生苦短，活着就应该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而幽默，就是
轻松愉快的一剂良药。富于幽默感的人大多思维敏捷，才华
出众，胸襟开阔，为人随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与袁隆
平在安江便认识，之后又写过他不少作品，算是老朋友了。
有次我与老伴到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去看望他，临别时留影
纪念，他是一位誉满全球的大科学家，我自然让他站在中间。
他开玩笑地说：这不是第三者插足吗我和老伴不禁一笑。

袁隆平的幽默，是一以贯之的。

袁隆平喜欢自由，散漫的生活。衣服扣子掉了不补，皮鞋脏
了不擦油，因此，有人给他取了浑名叫油榨鬼。油榨是湖南
方言，不整洁的意思。这个浑名是一个叫李效牧的老师取的。
李效牧是个快活鬼，那时候兴学苏联老大哥，便给他取了个
浑名叫扁脑壳夫。有位姓曾的老师写文章爱带之乎者也，袁
隆平就给他取浑名叫曾员外，有位姓曹的老师爱哼京戏，便
取浑名曹孟德。他们之间不称呼姓名或某某老师，而是以浑
名取乐。

袁隆平才华横溢，爱好广泛，拉小提琴、游泳、打排球、跳
踢踏舞，还爱打麻将。打麻将不带彩而是钻桌子，袁隆平输
了照样钻。他有时手气不好，连连失手，钻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说，这回就免了吧!袁隆平不领情，照样钻，做为一个工
程院院士、着名科学家，打麻将钻桌子，真是闻所未闻，见
所未见，只是现在年岁老了，钻桌子有困难，改为别的方式，
再不钻桌子了。

吸烟，是目前威胁着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
全国烟民达三亿。对此，袁隆平来个反话正说，总结了抽烟
七大好处：友谊的桥梁人与人交往的媒介;灵感的'源泉激活
思维和灵感;寂寞的伴侣抽烟排除寂寞;非典的克星烟中含有
焦油;痴呆的良药烟中含有尼古丁;健康的象征如果抽烟的人
不想抽烟说明身体不行了;纳税的大户国家一部分税收来自烟
民。袁隆平的一席话，让人觉得他是在宣扬抽烟有益，错了，
这是他卖关子，最后的结论是：弊大于益，我不吸烟。

说起给孩子取名，袁隆平也与众不同，袁隆平三弟兄，清一
色的男子汉，他生了三个儿子，按他的说法是单一品种。大
儿子小名叫五一，二儿子小名叫五二，三儿子小名叫五三，
一、二、三、四，部队行进的口号，只是老四缺席，到了三
就划了个句号。而到孙辈，名字也都是袁隆平取的，大孙女
生下来前几天接连下雨，生下的当天，雨过天晴，故取名袁
有晴;第二个孙女是农历雨水节那天生的，故取名袁有清。袁
隆平得意地说：晴是太阳，清是雨水，有太阳有雨水，万物
茁壮成长。在给孩子取名上，他没有忘记农业，也没忘记幽
一默。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一线天，因两壁夹峙，缝隙所见蓝天如一线而得名，又因景
观奇特而闻名。疫情发生以来，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
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
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1：350，这
些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前方要战“疫”，后方要守护群众，
你们和你们一样在战“疫”一线的工作者才是最美的“一线
天”。



近日，总书记在调研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强调，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
有效的防线。在这场战疫中，能否守住社区这道最有效的防
线，关键看你们。有你们坚守，所有社区就会成为疫情防控
的坚强堡垒。

“云里石头开锦缝，从来不许嵌斜阳。”在战“疫”一线，
你们如磐石一样坚韧。常说，身在其中，方知其中“味”儿。
其实，在战“疫”一线的你们也有苦、也有累、也有烦，只
是你们从不怕!

战“疫”一线不怕苦，因为你们把这“苦”默默地落到了心
底。越是饱尝苦难的民族，越能理解灾难的意味，我们是从
苦难中走出来，一往无前的民族，你们的“根”就扎在这样
的民族之上。越是历经沧桑的国家，越懂得自强的重要。在
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度，除了勇往直前，没有退路，你们
的“脚”就踏在这样的土地上。在战“疫”一线的你们，呈
现出了“中国人”的脾气，“中国人”的硬气和“中国人”
的志气。面对1：350，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盛下这样
的“苦”，只有坚定的意志才能容纳这样的“苦”，只有举
国的同心才能战胜这样的“苦”，这在你们身上表现得更加
淋漓尽致，在你们身上彰显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你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不屈的意志，中国昂然的毅力，中国惊人的
品格。平生多磨砺，天地由我行。我们知道，你们把
这“苦”默默的落在了心底。

战“疫”一线不怕累，因为你们把这“累”渐渐地用到了极
致。疫情就是命令。生长在这里就会坚决地守好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这是你们对命令的“回应”。防控就是责任。工作
在这里，就会勇敢地守好这里的每一块阵地，这是你们对责
任的“回答”。累过极致，就不感觉累了。为了打赢防疫阻
击战，无论风雨，你们连轴转、“开夜车”。每天醒来就同
时间赛跑，排查、预警、管理、服务，恨不得如哪吒有
个“三头六臂”，脚踏风火轮，化作“千手观音”，驱除这场



“疫”魔，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白天与黑夜。众人捧
柴火焰高，是源于来自不同层次，不同力量的累积。正如庆
幸的是，我们处在可以让数据“跑步”的时代，很多地方已
经运用这些技术，把社区工作者和一线抗“疫”工作者从一
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你们集中精力、轻装上阵，心
无旁骛战斗在第一线。

战“疫”一线不怕烦，因为你们把这“烦”悄悄地躲到了静
处。基层一线是群众的“天然”防线。记得在做村官时，一
位退休的老村官告诉我，把基层工作做好，一个重要的方法
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耐”烦。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要想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一方面，要坚持严防死守，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忽视任何一个角落;另一方面，要赢
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安慰群众的腻烦心理，要安抚群众
的抵触情绪，追本溯源，就是要“耐”烦。只有“耐”烦，
才能守住这“天然”防线。反求诸己，在战“疫”一线的工
作者也有“烦”，更需要安抚、安慰，只是你们在等到夜深
人静的时候，把这种“烦”悄悄地带到了角落里，看一下家
里人发来的信息，刷一下朋友圈，甚至是低声的抽泣几声，
第二天黎明，你们还是接着干!

“何人仰见通霄路，一尺青天万丈长”，瞩目仰望，你们就
是那万丈青天!

袁隆平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看了央视记者对他的采访，我为他的两个梦想深深地震撼，
感慨着：这才是伟人的梦想，这才是追梦的伟人!

他的一个梦想是“禾下乘凉”：超级水稻个头比高粱还高，
稻穗有扫帚那么大，稻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瀑
布般的稻穗下乘凉。他这个梦想真够高的——不但水稻长得
高、产量高，而且境界更高。被1960年的饥荒刺痛，他研究



水稻是为了能让大家都吃饱饭。他这个梦想也够远的，遥远
得像一个特不现实的神话。从1960年7月发现奇异的稻子，采
花药进行镜检，反复种植、实验，到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
育株，提出三系育种法，从14000多个稻穗中仔细搜索出6株
不育株，两年春播、翻秋，仅有四株繁殖了两代。1970年，
他翻山越岭跟助手到海南，终于找到“野败”取得突破性进
展，1973年育成第一次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
并研究出整套的制种技术。其中，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耐住了多少寂寞的休闲时光，忍受了多少无知无聊者的冷嘲
热讽啊!从三系法、二系法到超级杂家水稻、海水稻，再到落
实研究成果的“三产四丰”工程，他风里来雨里去百折不回，
五十年如一日，累在其中乐在其中。如今，他名满全球，水
稻亩产早超一千公斤，个人品牌价值超过千亿，依然不辞劳
苦在田间忙碌，追求着水稻高产的“上不封顶”。他强
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追
求高远的梦想，是他的使命和幸福的源泉。

科学无国界，他的另一个梦想是：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为
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领导的团队为近80个国家培养
了14000多名技术员，40多个国家大面积种植杂家水稻700万
公顷，普遍增产20%以上。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
地，因为种植他改良的杂交水稻，亩产从每公顷3吨增加
到10.8吨!他还牵挂着吃大米全靠进口的利比里亚，每年花掉
两亿美元，国民才能打牙祭。他要推广杂家水稻，让大家每
天打牙祭。

因为长期在泥里水里穿梭，不用特意健身减肥照样健康。他
身家千亿照样开几万块钱的车仅为代步，甚至穿着20几块钱
的衣服。他根本没心思对那些俗事上心，想想几亿人因自己
的科研成果不再为吃饭发愁，这种普济众生的快乐是任何吃
穿名牌、豪车别墅都无法比拟的。他九十高龄依然踌躇满志，
一息尚存追梦不已。袁老用一生的时间追求梦想，高远的梦
想也成就了袁老不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