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实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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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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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篇一

提起红色，也许有人会想到艺术家笔下那象征着热情的色彩，
也许有人会想到夕阳西下时西方那一抹灿烂的晚霞，也许有
人会想到那象征着爱情和幸福的玫瑰......在我的脑海中寻
觅关于红色的元素，蓦然间，对五星红旗的敬意油然而生!我
明白了，红色是革命先辈在战场上撒下的殷殷热血!

20__年2月14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
来到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进入纪念馆的大门，一块巨大
的浮雕映入眼前，浮雕上刻着一张张栩栩如生而亲切的面
孔—那是在革命战争中为取得胜利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们的面
容!轻轻抚摸这些浮雕，我眼前仿佛呈现出了一个个壮烈的场
景。有的面对敌人的酷刑却大义凛然的维护地下党组织的利
益;有的临上刑场的战士们却一脸乐观地憧憬着美好未来并唱
着属于胜利者的赞歌;还有的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对死亡仍坚
贞不屈的吟诵道：“高唱凯歌葬送蒋家王朝!”........看
到_被共产党员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时候，我感到大快人心;看
到两位共产党员英勇就义的时候，我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泪;
看到_滥杀无辜的时候，我气得火冒三丈;看到江姐面对敌人
的残酷拷问却不肯透露一个字的时候，我十分愤怒而又心痛，
默默地为勇敢的江姐揪心......现在我明白了，红色是最庄
重的颜色，是用革命先烈的热血书写的华丽篇章!新时代的少
年们，请努力学习吧，用我们的汗水书写出更辉煌的篇章!



走出纪念馆，我们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之前，大家不约而同
地向这块记载了所有荣耀和历史的纪念碑庄重地敬礼;向那些
英勇的战士们，向那些为人民的利益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深深地鞠躬!同时，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祖国发展的栋
梁之才!

无数英勇的烈士们用宝贵的生命，为我们换来了现在和平美
好的生活。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始终将读书当做生命的第一需
要和生活的享受，把监狱变成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我
们正值学习的关键时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向他们证明：他
们的子孙会做好产主义的接班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他们欣慰：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这就
是中华的少年!

这场蒙蒙细雨带走了人们心头所有的寒意，冲刷了地面上所
有的污秽，坚定了我们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学习的决心!最后我
们围成一圈，默默地憧憬美好的未来，并一起宣誓：一定要
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篇二

近期，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党性教育的要求，企
管1502班的全体学员在班主任李健老师的带领下，赴南京市
浦口区参观王荷波纪念馆。虽然只有短短半天，但是王荷波
同志“品重柱石”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让我的思想和心绪
久久不能平。我想，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王荷波同志的这种精神将会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
使我永远以这样的人为榜样，勤奋学习、扎实工作、争当表
率。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从南京走出去的中国_早期
领导人之一。1916年，王荷波只身来到南京浦镇大厂当钳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联，给



浦镇工人以很大的影响，王荷波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当时，
厂里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步认识到工
人要有自己的组织。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忙于筹办工会，
并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工会成立后，王荷波把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他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
有时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
他严于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
伙儿的一文钱，深得群众的信赖。

荷风飘万里，波光颂千秋。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
参观王荷波纪念馆所感受到的英雄精神、高尚气节、廉洁风
范定会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久久驻足，深深思考。我作为
一名国有企业的党务工作人员，我要将这种对心灵的触动体
现在行动上，立足岗位，为在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中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一是勤奋学习，提升能力。勤奋学习是我们党员增强党性锻
炼、提高业务水平、做好工作的前提。我作为一名党务工作
者，更有带头学习，提升自己。当前，更要结合“两学一
做”专题教育，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坚持以学习求进步、以学习促发展。通过学习让自己
更加善于在复杂形势中找准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不断创
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大力推进各项工作。

二是求真务实，恪尽职守。求真务实是党的优良传统。在今
后的工作实践中，我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向
王荷波同志那样，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从交通控股的企业特点出发，按照公司党委提出的《党建工
作能力提升三年行动纲要》的要求，把党建工作与企业的改
革发展更好地融合，与职工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更好地
融合，为提升交通控股的党建工作水平努力奋斗。

三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要像王荷
波那样，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地遵守党的



纪律和组织制度，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工作中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认真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要把严与实的作风体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尽心尽力，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职工群众信赖。

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篇三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这是孔繁
森的座右铭。当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我们聊城有位
英雄，他是家乡人心中的英雄。怀着对英雄的敬仰，今年暑
假随同“永远跟党走”党员进社区服务队来到了孔繁森的故
里——堂邑镇五里墩，重走英雄路，令我感受颇深。

踏在这个村子的土地上，寻觅着英雄的足迹，心中的敬畏油
然而生。大柳树下，几位乘凉的老人，兴致勃勃的为我们讲
起了孔书记以前的故事。虽然时隔多年，但提起孔繁森，老
人们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滔滔不绝，口中还时时喃喃
道：“小孔，好人呐！好人呐！”

谁说“古来英雄难觅”？谁说天下英雄只瞬间？孔书记就是
一位令百姓永记心间的英雄，他的事迹成了大家茶钱饭后的
人们话题，他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每个人的记忆，他活在了人
们的心中。

“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
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路。”他心中装的只有百姓，从十
八岁参军，到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79年赴西藏任中
共岗巴县委副书记，到1981年历任莘县县委副书记，再
到1988年再次赴藏，他的一生都在为党、为人民奉献着。在
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
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没喊过一
声“累”，没叫过一声“苦”，工作再累再多，他都坚持着。



1988年，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但他
仍然克服了种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
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
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
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
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西藏人民见了他，都会叫他一声“亲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孔繁森这样说着，
也这样做着。1993年，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
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
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
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
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
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
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他总是怎样坚强，这
样乐观，这样让人敬重。

孔繁森的事迹令人感动，孔繁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
当代大学生，我们缺乏的就是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踏实勤
恳的精神，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接班人，我们要以孔繁森为榜
样，努力学习、勤奋进取、积极实践，以我所学，服务社会，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篇四

今天下午参观了孔繁森纪念馆，了解了孔繁森的生平，感受
到了他的精神并为之感动，学习他的精神： 孔繁森同志纪念
馆坐落在风光秀丽的东昌湖畔，纪念馆内设一个纪念亭和三
个展厅。纪念亭安放着孔繁森大型半身塑像，塑像后屏风上
镌刻着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展厅内布置着孔繁森事
迹展览。展览分为“深刻怀念”、“齐鲁之子”、“汗洒雪



城”、“情系高原”、“廉洁清正”、“光耀神州”六个部
分，展出图片二百七十余幅，陈列十五千余件。

孔繁森同志作为一代楷模，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
是很多的。我们要学习他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坚强党性;学
习他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满腔热忱;学习他艰苦奋斗、廉洁
奉公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其
中，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那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好地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一句话，就是要学习他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孔繁森精
神就是新时期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老西藏精神”。
孔繁森是发扬创业精神的模范。

孔繁森精神，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精神。那么，什么是共产
主义精神呢?我认为，共产主义精神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立党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
神。就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所讲的那
样：“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能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
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向孔繁森学习，就要像他
那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向孔繁森学习，就要像他那样乐于艰苦奋斗，真正扎根人民。
孔繁森精神的形成，是他投身于艰苦环境，置身于人民群众，
不断升华人生境界的逻辑结果。对待艰苦，他决不退缩，总
是精神焕发、迎难而上，以接受最艰苦的任务为荣，以到最
艰苦的地方工作为乐。在任何时候，艰苦的环境都是对人生
的一种考验和磨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两度赴藏，
历经十载，同劳动人民甘苦与共的生活实践，磨砺和铸造了
孔繁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格和党性。对待人民，他无
限热爱，他认为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他把为人民多做



奉献看成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向孔繁森学习，就要像他那样大力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大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的结晶。孔繁森
精神，就是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和美德。

参观纪念馆心得体会篇五

"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爱德党组织
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份子参观平津战役纪念馆，作为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使我受到了深刻的震撼，
接受战火硝烟的洗礼，使我更加崇敬无数的先烈，更加坚信
中国_的领导，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愿为我
们伟大的祖国奋斗。

坐落在子牙河畔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在晨风中显得那么宁静安
详，纪念馆总体环境艺术设计以胜利为主旋律。广场入口处，
两根高大花岗岩圆柱构成胜利门，柱顶分别屹立着人民解放
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战士雕像。开阔的胜利广场中
央：矗立着高60多米的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不锈钢三棱_直
插云霄，象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解放
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念馆主体建筑，即蕴含中国传统韵味，又富有现代审美风
格，面积12800平方米。前区是用暖灰色花岗岩饰面斗拱造型
的三层展馆，古朴庄重：后区是金属材料构成的巨大银灰色
球体建筑，雄伟壮观。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的"平津战役纪念
馆"七个金色大字，镶嵌在展馆的巨楼式眉额上，为纪念馆增
添了光彩和神韵。

平津战役，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指挥下，
由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百万余人，于1948
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



达500公里的战线上二对华北国民党军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战略
性决战。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共抨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_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英
勇作战，东北、华北两区人民全力支援，中共平津地下组织
积极配合，以及其它战场人民解放军密切协同的结果。

平津战役连同辽沈、淮海等战役的胜利，确立了解放战争在
全国胜利的局面。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
式"和随后产生的"缓远方式"，对尔后解决国民党残存军队，
加速解放战争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英烈业绩厅陈列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_、_、_和其他领导同志
的题词：介绍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32位的烈士和团以上干部、
26位战斗英雄、109个英模群体的事迹：悬挂了英模群体荣获
的27面锦旗：展出了大批奖章、证书和英烈所用物品。庄严
肃穆的英烈名录墙，将战役中牺牲6639名烈士和391名侠名烈
士的姓名镑刻在上。雕塑《前仆后继》在现了英烈们抛头颅、
洒热血的壮举，寄托了我们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
情。

展厅通过大量照片、文献、实物筹史实材料与图表、绘画筹
辅助展品有机。结合，全面、亘实地展现了平津战役从发起
到胜利结束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感受硝烟
弥漫的战火，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并将先烈们的
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作为伟大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我们要
珍惜这幸福的生活，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热爱我们伟大的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跟上时代的步伐，用我们的热血谱写
出新的篇章，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奉献我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