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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
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
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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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一粒种子，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生根发芽。是谁让它做
到的？是人类手中的水壶与肥料吗？不，是大自然。

大自然是无私的，它无偿地向人类提供各种资源，丝毫不求
回报；而人类，却把大自然的施舍看得很轻，一副“唯我独
宰”的高傲姿态，更有将大自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企图。部
分人类随意滥用、开采矿产资源，随意破坏自然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濒临灭绝，每天就
有70个物种濒临灭绝，而每年就会有1万多个物种濒临灭绝！
这是怎样的速度呢！请问，你们于心何忍呢？当然，大自然
是忍不住了，它向人类发起了反击。

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巨大水灾；-年初，全国20个省发
生不同程度降温，造成巨大雪灾；-年5月12日，一场发生在
汶川的大地震，惊动了全世界。随后的几年里，sars、埃博
拉、mers、以及这次的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等疫情接踵而至。
这些都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无声抗议。或许，只有这样，
人类才能幡然醒悟过来。人终究是不可能战胜自然的。



终于有一天，人类开始了自我救赎。在这场自救过程中，人
类渐渐明白了对自然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比如在
边疆的荒漠上，当志愿者们来到这里时，他们都惊呆了，世
上怎么能有如此贫瘠、荒芜的土地？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北方
频繁遭受严重的沙尘暴了。不过，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
及“蚂蚁森林”等小程序行动计划后，沙尘暴、泥石流、水
土流失以及一些自然灾害，在这几年慢慢地减少了“光顾”
的频次，人类与自然和好如初，继续和谐相处之路。

印第安酋长西雅图曾说过：“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
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终究属于大自然，永远不可能离开
它；而大自然也需要我们的精心照顾，才能变得更好。人类
与自然就像天平的两端，而大自然是更重的那一头，这就需
要人类退后一步，帮助生态系统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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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相关规定，设置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建立照护服务机构注册登记及备案、工作
人员职业资格准入、信息公示、综合监管、质量评估、安全
保障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一）加强准入管理。举办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的，到县行政审批局注册登记。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经核准登记后，及时向县卫生健康局备案，并推送有关机构
登记信息。

（二）实行年检制度。定期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执业
校验和专项检查，每年3--5月，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按事
权组织相关部门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年审，对年审不
合格者限期整改；连续两年年审不合格者，由发证机关收回
登记注册书，并发布公告。凡未登记注册或设施条件差、管
理混乱、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机构，相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整



改，整改不合格的依法予以处罚或取缔。

（三）建立县乡两级联动的日常巡查、违法查处、诚信评价
等综合监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分工负责的原则，属地政
府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负主要责任，各
相关部门负监管责任，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公安、卫生健
康、教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住建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监
督和管理，共同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定期组织对
婴幼儿照护机构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进行考核评估，评估
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利用互联网远程监管等手段，对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服务实行全过程、全方位、无死角监管。建
立举办者自查、照护服务管理机构网上巡查、相关职能部门
抽查、联合检查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加强对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监督管理。

（四）落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各项卫生保健和食品安全制
度。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
咨询服务和监督检查，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每年
组织一次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卫生保健培训和健
康体检，定期组织对服务机构的卫生保健检查，预防控制传
染病，降低常见病发病率。

（五）落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各类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要建立健全安全防护措施，配备相应的安
全设施、器材和安保人员，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同时，成立
家长委员会，发挥好家长监督作用。

（六）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逐步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
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相应的准入标准，照护服务机构
应当根据管理的需求，配齐有合格资质的从业人员，定期开
展入职培训，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加强从业人员待
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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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符合我县实际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构建多种形
式、广泛参与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向婴幼儿家庭提供全
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性、多层次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

（一）依托现有幼儿园延伸照护服务。积极发挥幼儿园专业
资源集聚优势，在条件允许的幼儿园开展托幼一体化试点，
增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
增加托班资源供给。

（二）引导单位为职工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支持社会
组织和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采取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形式，
积极挖掘现有资源或建设相应规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在工作场所或就近为职工提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解决
本单位职工子女照护问题。有条件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可
向附近居民开放。

（三）引进品牌连锁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国际、国内知名
婴幼儿照护服务企业，通过直营或加盟方式落户我县，举办
专业性、多层次、多品类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四）挖掘社区资源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利用社区用房，
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在社
区兴办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为居民家庭提供婴幼儿
照护服务。

（五）依托各级各类妇幼保健服务、医疗卫生、婴幼儿照护
服务等机构，通过入户服务、亲子活动、健康讲座等方式，
加强对婴幼儿健康、家庭抚养和早期发展的科学指导。开展
新生儿访视、膳食营养、生长发育、预防接种、安全防护、
疾病防控等入户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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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谜语：在世界上有一种动物，他们十
分残暴，使许多动物灭绝，还让河水污染，使生态不平衡，
他们却不知道，其时也在消灭着他们自己。突然间我的血液
凝固了，几秒钟后，我的嘴巴里吐出了个字：“人!”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地球，可是我们做了吗?没有。不但如
此，有的人还不以为然，继续如此，这是什么人啊!我们既然
说了，就要做到，光说没用。

现在大街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环卫工人们多辛苦呀!我们一定
不可以再破坏地，让地球母亲伤心了!

我还听过一个关于回声问的故亊：有个男孩不懂回声，一天
他对大山说：“喂。”他好奇地问：“你是谁?”回声也
问：“你是谁?”男孩子又大叫起来，说：“笨蛋，大笨
蛋!”回声也回答：“笨蛋，大笨蛋。”男孩生气地告诉了妈
妈，妈妈说：“是你不对呀!只要你和和气气地对他说话，他
也会和和气气地对你说活。”

是呀，只有你善待别人，别人才会善待你;你只有尊敬别人，
别人才会尊敬你，世界上许多事都是这样的。

再说大自然，近年来人类对环境破坏极为严重，随意排放污
水、废气，乱砍伐树木，肆意捕杀动物们，大自然也“回
报”了人类，每年不是发洪水、就是大旱，地震、海啸也频
频发生，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回声。如果人类善待大自然，
那么大自然也会对人类和和气气的。请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保护环境，保护家园，保护地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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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珍惜、节约资源时喊的一个口号。



可是，又该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节约资源呢？为什么要大力推
荐节约呢？下面请听听我的心声吧！

先说水资源。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平方米左右，居
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水量为2100多立方米，只占世界人均水
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就有400
多座缺水。特别是西部地区缺水非常严重，一些山区地方连
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

我国的用水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珍惜水资源，节
约用水。比如：用完水后，要拧紧水龙头，以免造成“一江
清水向东流”的浪费现象，如果发现水龙头坏了，要及时修
理，避免损失大量的水，大家也别小看废弃的电池，因为一
粒纽扣电池会污染600吨的水，如果你把它扔到水里，水将无
法饮用。我们应该把电池收集起来，送往回收站，这样既可
以避免污染水源，又使电池得到回收，一举两得。大家不能
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要行动起来呀！

不仅仅要节约用水，还要节省森林资源。我国森林资源总量
不足，森林覆盖率只有18.21%，相当于世界森林平均覆盖率
的61。52%；全国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蓄积分别不到世界
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森林质量不高，平均每公
顷蓄积量只有84.73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86%。
这就是森林资源向我们发出的警报！

“珍惜资源，崇尚节约”，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为了我
们的明天更美好，请快快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