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实用5
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
提升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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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篇一

枣是一种常见的果实，在中国繁衍了几千年，一直以来都被
视为健康和长寿的象征。近日，我去了当地的一个枣园参观，
深入了解了枣的历史、生长环境、收获过程等一系列有关枣
的知识。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和启示。

第二段：枣的历史与文化

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据历史记载，中国的“五
谷”中之一的“稷”指的就是枣。中国的古籍中也有很多关
于枣的记载，如《山海经》、《诗经》、《周礼》等都曾提
到过枣的重要性。枣也是中国各种祭祀活动中常用的祭品之
一。

第三段：枣的生长环境与收获过程

枣是一种多年生的果树，需要高温和阳光充足、热带温带地
区。在枣园内，我看到了许多巨大的枣树旁边洒满了晒出来
的枣子。这是因为枣的成熟需要时间，经过夏天的酷热和秋
天的凉爽，才能终于变得甜美多汁。收获的时间一般在八月
中旬开始，采摘枣子时需要非常小心，以免破坏果实或树木。
采摘好的枣经过蒸煮、晾晒后才开始销售。



第四段：枣的营养价值

枣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C、
钾、钙等。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增强神经系
统的健康、提高血液循环等作用。枣也有很高的热量和糖分，
适合体力劳动者。

第五段：总结体会

参观枣园是一次很好的体验，可以深入了解枣的历史、文化、
生长环境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喜欢吃水果的人来说，更可以
尝到新鲜的、绿色无污染的枣子，享受到健康的美味。同时，
深入了解一种水果的生长过程和营养及医学予以选择，对于
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我来到了枣园革命旧址参观。

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所在地。

枣园又名延园，院内树木葱郁，绿草如茵，“幸福渠”横穿
园林而过，园中坐落着中央书记处礼堂，依山分布着5座院落，
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
彭德怀等人的旧居，共占地约80亩。

门口的一排排大树，宛如一个个士兵，肃穆地站立着，它们
戴着金黄色的头盔，身穿棕灰色的大衣，立在小路的两旁，
好像在向游客们问好呢!大地披上了金黄色的大衣，从远处看，
好像有人刻意洒上了一地的金子呢!

穿过幸福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旧址，我们来到了梨园。梨
园里，地上掉了一些梨子，树上还挂着一些梨子，有游客拿
棍子打，可是，打下来的梨子都烂得不成样子，又摘不到新



的，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们又来到了枣园，枣树有高有低，有粗有细，它们的皮很
粗糙，上面裂了一道道缝，它们的叶子光滑嫩绿，上面像涂
了一层油似的，枣子成熟后，又大又甜，味道很好。

枣园后面有一大片的菜地，里面有白萝卜、卷心菜、玉米、
红薯……我们瞬间变成了一只小猴子，采了萝卜，丢了枣子，
拿起红薯，又丢了萝卜，最后，啥都没有了。出菜园，我和
弟弟抱着一大堆的“战利品”上了车。

回到家后，我仍然有些累，却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采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只有付出汗水，才能得到收获。

文/荷塘(五年级)

公众号：61作文

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本人在旅游休闲活动中前往了某地的枣园参观，以深
入了解枣园的生产过程和文化内涵。枣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
果，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果品之一。本次参观
就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枣的知识，并且通过实际操作和亲
身体验，更好地感受到枣的文化内涵和生产过程。

第二段：对于枣园的第一印象和感受

一到枣园，我就被那婆娑的景色所吸引，远处青山环抱，近
处枣花灿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沿着路径
一路前行，来到了颇有规模的枣园。走近一看，枣子整齐地
排列着，一颗颗鲜红的枣子实在是让人垂涎欲滴。同时，这
里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愉快，几位工人正在打理着这片园地，
并不时与游客们互动交流。这份友好和开放的态度增强了我



的探索兴趣，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参观热情。

第三段：学习到了哪些有关枣的知识

在导游的介绍下，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枣的知识。原来，各
种各样形态的枣子其实在生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周折和细节。
从产生果实开始到果实成熟，需要经过繁殖、生长、开花、
结实、成熟等多道过程。而对于枣品质而言，土壤的发酵来
自于树下土壤和稻草的腐熟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枣成熟程度
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现场，我们还实际观摩了一些果树的修
剪和病虫害的预防，在这个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枣农辛勤
劳动的可贵。

第四段：感受到的枣文化和人情味

在参观过程中，我不仅深入了解了枣的生长和生产境况，还
感受到了浓厚的枣文化内涵。枣文化源远流长，它的诗、歌、
画、文、习俗等形态丰富多彩，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中。
同时，我也领略到了园区的人情味。作为旅游者，能够有机
会探索枣的生产过程 ，不仅是了解枣的知识，更是感受到古
老文化的沉淀、当地人民的热情和真挚。

第五段：总结枣园参观的收获及意义

通过本次参观枣园的活动，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枣的文化
和内涵，以及枣农辛勤生产的付出和劳动。同时，更加了解
农业生产的辛酸，厘清了居民和农民劳动之间的巨大差别，
从而促进了城乡交流、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发展。总之，参观
枣园对于人们了解枣文化和认知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
作用。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走进田野，深入农村，
去了解别样的美丽，让这样的文化交流成为一种常态，为中
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篇四

在金秋九月，我们作文班的同学们“倾巢而出”，来到枣园
革命旧址采风。

清晨的那丝丝凉爽的风，似乎吹走了每个人的倦意。八点多，
我们兴致勃勃地坐上车，大家虽不在同一辆车上，心里也仿
佛有了感应，心思都放在了采风这件事情上。

首先，枣园为什么不叫梨园、桃园，反而叫枣园呢?不必说，
这里一定是枣树最多。

参观完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里虽没有壮美的景
色，却有一种朴素的延安精神在此处。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
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吸引无数的游客来此朝圣和祭拜。

简陋的土窑洞里，有热腾腾的小米粥和南瓜饭;微弱的麻油灯
下，有主席辛勤写作的背影;延安，是一个象征，寄托了人们
朴素的情感。延安，是一声呼唤，回答给世人一个响铮铮的
答案。

文/荷芯(五年级)

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心得体会篇五

周末，我去参观了一片枣园。这个枣园不仅风景优美，而且
有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和知识。在一位农民的带领下，我有了
一次难忘的参观体验，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感悟。

2. 枣园的风景

枣园景色宜人，一望无际。我们先去了枣园的山顶，站在遥



望山下，可以看到一片翠绿的海洋。周围花草树木，景化好，
空气清新，让人陶醉在自然之中。从山枣园蜿蜒向下，枝繁
叶茂的枣树，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

3. 枣果的神奇

在枣园里，我了解到了枣的分配生长模式，这个模式又称为
分枝顶芽控制法。原来，枣树是一种以顶端为生长点的植物。
因此，在枣树的生长过程中，农民会通过对枝条进行修剪。
剪掉一部分新枝，保留一部分老枝，使枣树既能花果俱美，
又能保证足够的产量。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了枣的保存方式。
枣树结果期，大量的枣子需要保存。农民采用的方法是：在
晾晒后，将干净漂白的麻袋贴在枣子上，定期换袋子，这样
可以有效的保存枣子。

4. 农业文化

在枣园里，农民除了种植经验外，还告诉我们了很多农业文
化知识。例如，在成熟期，枣子容易虫害侵入，这时需要在
枣树周围种植大豆，这就可以保护枣树不会被虫害侵入了。
另外，在春季，农民会利用天然物质进行有机肥的施用，在
播种季节，农民会在耕地上撒些菜籽，并不施肥，这样就可
以利用菜籽天然的肥料来保证农作物的生长。

5. 参与感与感恩

在枣园中，我看到了劳动成果，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辛
勤劳动和对农业的热爱。在听取讲解的过程中，我参与其中，
有的时候还能抢在农民掌握的知识点，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同时也因此认识到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并感恩于
他们。在共同交流中，还结交到了几个农业爱好者，并一起
讨论了许多种植和农业的问题，收获颇丰。

6. 结语



这次参观枣园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在这个过
程中，我了解到了许多有关枣园的知识和技巧，也深刻地感
受到了农民的乐观向上和勤劳辛苦。希望这样的农业文化可
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农业事业。我也
想呼吁更多的城市居民参观农田，去了解农业生产，这是一
种有益的文化交流和生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