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模板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篇一

2020年6月15日晚，在喀喇昆仑山印度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
双方达成的共识，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再次跨越实控线，蓄
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
烈肢体冲突，是1975年以来第一次有军人在边境摩擦中死亡。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
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
最后-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
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这些英雄的边防官
兵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留在喀喇昆仑高原，筑起巍峨界碑。

英雄是时代的杰出代表。以团长祁发宝为代表的英雄群体，
是我们这个时代英雄精神的写照。这些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成才在火热军营，在关键时刻为
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舍生忘死，以英勇顽强、视死
如归的战斗精神，体现了敢打必胜、矢志打赢的使命担当，
彰显了听党指挥、听令而战的忠诚品格。在他们的身上，传
承革命英雄主义的基因，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热血，他们是当
之无愧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他们用生命捍卫这片热土;用行动诠
释铁一般的信仰;他们把守卫祖国的和平，当作自已最高的责
任!“战火纷飞勇赴死，和平稳定奉献换”。从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30名凉山木里烈士，到今天的卫国戍边英雄烈
士，泪水已经打湿大地，壮举永记在心。他们也许并不高大，
他们也可以很高大，他们有着铮铮铁骨，流血不流泪。他们
总是默默付出，用尽所有的力气，甚至用上自己的生
命。2020年6月，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英雄本色。这本色是：
扩臂向前胸膛堵，突出重围再向前;强大祖国后背挺，何畏眼
前数倍敌。

我们更要学习这种精神，即使我们身处大山之中，还是要秉
承着为国守库的重任。海南处作为唯一中央驻琼单位，我们
更要把好关，守好国土仓库。为做好仓库管理，认真落实到
守库安全的重任。我们要秉承着这种喀喇昆仑战士的精神为
国家物资储备做出自身贡献，在这大山深处默默无闻中体现
自身价值，深居大山显忠诚。

通过学习喀喇昆仑英雄精神先进事迹，我才体会到岁月固有
静好，但无法永久安宁。我们与危险之间只隔一堵墙，而这
堵墙，便是我们英雄的身躯。全社会要让崇尚英雄成为时代
风尚，让时代的英雄辈出，让戍卫和平力量能接而上，用实
际行动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捍卫领土的决心。无论是新冠疫
情防控的护士，还是现在卫国边境的战士，我们都应该对这
些时代英雄怀有崇高的敬意和尊重;正是因为这些时代的英雄
负重前行，我们才能岁月静好、山河无恙。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篇二

19日早上，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对外披露2020年6月份中印边境
对峙事件详细过程。同时报道称，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
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
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专家认为，中方选在此时纪念烈士，而非在冲突发生后就马
上公布烈士名单，是在对外充分展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心



的同时，也展示中国致力于维护中印关系稳定的意志，彰显
中国在新形势下有理、有利、有节开展斗争的大国外交风范。
媒体通过详细还原事发过程，以正此前部分外媒所谓“中方
伤亡人数巨大、中方首先挑起事端”的视听，用无可争辩的
事实向国际社会表明，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的责任完全不在
中方，中方完全是在印度部队挑衅下采取的自卫反击行动。

报道首次公布四名烈士名单：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战
士肖思远、战士王焯冉。此外，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
重伤。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
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使用“外军”来指代印军，专家认为，
这表明在两国一线边防部队脱离接触的背景下，中方保持理
性与克制，维护大局，不煽动公众的负面情绪。

2020年6月15日晚，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
晤达成的共识，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
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
伤亡。

官方报道详细还原了当晚事件发生过程：“按照处理边境事
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
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蹚过齐腰深的河水前出交
涉。”

交涉过程中，对方早有预谋地潜藏、调动大量兵力，企图凭
借人多势众迫使我方退让。《解放军报》的报道中描
述，“他们的人陆续从山崖后冒出来，黑压压挤满了河
滩……”参谋陈鸿宇回忆说，“我们人虽少，可拼了命也不
能退呀!”

面对这种情况，祁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一边占据有



利地形，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增援队伍及时赶
到，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窜，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付出
了惨重代价。

报道中指出，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这次战斗以少胜
多的关键所在。对方用钢管、棍棒、石块发起攻击。祁发宝
成为重点攻击目标，头部遭到重创。看到祁发宝受到攻击重
伤倒地，营长陈红军当即带着官兵，冲进“石头雨”、“棍
棒阵”营救团长。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
榕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发
现还有战友被围攻，肖思远再次冲向前去，拼死营救战友，
用身体为战友遮挡石块、棍棒的攻击。“团长顶在最前面阻
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

在央广军事的报道中还采用了现场嘈杂的音频，中方一边有
声音高呼“按着，按着!”。

《解放军报》的报道中还提及在2020年5月初，外军越线寻衅
滋事，李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出处置。陈祥榕在日记中写
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
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不久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发布消息称，中印两军位班
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于2月10日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
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表示，希望中印双方继续
相向而行，确保脱离接触进程顺利完成。

为什么选在当前背景下对外披露事发过程? 清华大学国家战
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对《环球时报》表示，当前，随着
中印两国达成一线边防部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各项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展开，中印边境也有望逐步恢复到边境长期对峙



之前的和平与安宁。中方选在此时纪念烈士，而非在冲突发
生后就马上公布烈士名单，是在对外充分展示维护国家核心
利益决心的同时，也展示中国致力于维护中印关系稳定的意
志，彰显中国在新形势下有理、有利、有节的大国外交风范，
不像某些印度政客和反华媒体那样去竭力渲染仇恨，鼓动民
族主义和反华情绪。

钱峰认为，通过详细还原事发过程，以正此前部分外媒所
谓“中方伤亡人数巨大、中方首先挑起事端”的视听，用无
可争辩的事实向国际社会表明，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的责任
完全不在中方，中方完全是在印度部队挑衅下采取的自卫反
击的行动。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爱好和平、珍视和平的立
场，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政府不
惹事但更不怕事，中国军队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遏制和
击退一切来犯之敌。同时，通过高规格纪念烈士，歌颂前线
官兵在雪域高原的忘我献身精神，更加激励边防官兵戍边卫
国、建设强大国防的精神斗志。

四名烈士名单对外披露，以及中央军委的嘉奖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民众表达了对英雄的哀思。钱峰表示，通过缅怀
烈士表达国家意志，是各国政治外交中的常见做法。对于加
勒万河谷牺牲的烈士，国家和社会将大力从荣誉、物质、精
神上对烈士家庭予以抚慰和褒奖，颂扬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
财富，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崇敬烈士的民族，中国是
一个敢于表达真实情感的国家，“一个英雄的国家不会忘记
英雄，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

钱峰进一步指出，中国崇敬烈士，更珍惜生命，和平年代更
不愿看到官兵的流血牺牲。加勒万冲突不是中方挑起，更不
是中国军队期望看到的。当前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和平与
发展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军事斗争
仍未停息，这提醒中国必须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进一步发
展强大自己的国防实力，才能威慑一切来犯之敌的冒险行径，
最大程度防止类似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发生。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篇三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初春的屏南，草木复苏，但我们心情却无比的沉痛。这里是
一生秉忠报国的清代名将甘国宝故里，素有“红旗不倒县”
之称的老区县，也是陈祥榕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崇文尚武，曾经走出了一批批忠肝义胆的闽东儿
女，也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时光流转、初心
不改，“00”后陈祥榕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续写着“闽东
之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尽管家境不好，在所有亲朋好友
眼里，陈祥榕从小就是对家负责，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小
时候跟小朋友玩，游戏时手被玻璃划了很深的一道伤疤，缝
了十几针都没有打麻药，就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完全没有哭
出声音。

姐姐陈巧钗说：“陈祥榕从小因为有习惯性流鼻血，每次流
血一滩一滩的，还安慰周边的人不要怕，只是习惯性流鼻血，
非常勇敢。”

陈祥榕13岁那年，爸爸不幸得了淋巴癌，母亲在海南要打理
芒果园补贴家用，姐姐上大学，陈祥榕留守照顾爸爸。“因
为癌症，爸爸晚上会腿疼，都是弟弟整夜整夜的给爸爸按摩，
才13岁的孩子，真的非常懂事。”陈巧钗哽咽着说道。

第二年上初中，爸爸从医院转回家里疗养，因为中学离家远，
陈祥榕要骑自行车上学，一次不小心把手摔断了，他怕父母
担心，回家就没去爸爸房间照看，回来说自己困回房间睡觉，
因为妈妈要照顾爸爸，就顾及不上陈祥榕。

“第二天整个手都肿起来了，他说爸爸生病了，不想再给家



人添麻烦。打完石膏后还笑着说没事。”陈巧钗说。

在初一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认为自己是家里的唯一男孩，
要给奶奶、妈妈和姐姐担起责任。“他对奶奶非常的孝顺，
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语气就没有重过。还有一个小两岁的堂
弟，玩具什么都是让给弟弟。他在我面前也常常玩笑自己
是‘哥哥’。”陈巧钗说。

陈祥榕将对家人的爱，也带给了同学、朋友。有一年，他班
上班长被无牌无证车辆撞伤，陈祥榕知道后，在自己家里经
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将自己零花钱捐了出来，还到广场
上帮同学募捐。

陈祥榕受堂姐的影响，打算去当兵。为了过体能测试，每天
早上5点钟就起床，沿着公路跑步，靠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入伍。
“弟弟那时候的眼里有光。”陈巧钗说。

2019年，陈祥榕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他对小叔陈臻宝说，
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要到前线去。当得知在新疆的部队
能够上前线，他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千里
迢迢，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兵。只
有陈祥榕自己在较劲儿，便跟小叔说，“苦怕什么，去部队
不吃苦难道还要享福?”

陈祥榕的初中班主任陈臻苏，如今还清晰记得祥榕入伍前来
找他的样子：“他很开心的来告诉我要去当兵了，而且是说
边防兵。他说我要上前线，很自豪……”

入伍前夕，整个家族给陈祥榕饯行，妈妈还带着他回老家看
了外公。在回县城的路上，妈妈叮嘱陈祥榕：“要守纪律，
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屏南人丢脸。”“死
也要死在边疆上。”陈祥榕斩钉截铁地回答。

家国两相依。2019年9月，陈祥榕将这份对家的热爱带到了军



旅中，将赤诚镌刻在了喀喇昆仑。

“陈祥榕入伍后的第一个月就寄钱给奶奶。他在部队也很守
规矩，从来不向我们透露过半点部队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们
一切都好。他常常微信转钱给我，说给妈妈奶奶买好吃的。
内蒙古的战友给他寄的牛肉干也寄给我。看到军报的长篇通
讯后，我才知道是如此的艰苦，我为弟弟骄傲，也为他的战
友们骄傲，为所有的戍边英雄们骄傲。”陈巧钗说。

《解放军报》这样写道：清晨，当哨声响彻营房，班长李确
祥又想起了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陈祥榕，想起了那个新
兵的第一次冲锋。那是2020年5月初，外军越线寻衅滋事，李
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出处置。李确祥问年轻的战友：“要
上一线了，你怕不怕?”陈祥榕回答：“使命所系、义不容
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死搏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祥
榕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
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
了出去。”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18岁的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
号。班长孙涛问他：“你一个‘00后’的新兵，口号这
么‘大’?”“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
会这么做的。”他坚定地说。而他也的确做到了。

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非法越线、率
先挑衅、暴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人员，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
谷冲突。

宁洒热血，不失寸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
行径予以坚决回击，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毫不
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篇四

因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中央军委日前给陈祥榕追记
一等功。

2月19日，解放军报刊发的长篇通讯《英雄屹立喀喇昆仑》，
首次披露对峙事件详细过程。

陈祥榕的老家位于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下山口村。当日，记
者赶到屏南，见到了烈士陈祥榕的姐姐陈巧钗和其他亲属。

时隔几个月，一提起弟弟陈祥榕，陈巧钗就泪流满面。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身
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职，所以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她哽
咽着说。

比起同龄人，他更懂事更坚强

姐弟俩相差6岁，但在陈巧钗看来，2001年出生的陈祥荣从小
就很独立、有主见，虽然一笑就会露出两颗小虎牙，但很多
时候更像是个哥哥般的存在，照顾着一家老小。

早年，陈祥榕的父母都远在海南种植芒果，姐弟二人待在老
家屏南由祖母照料生活起居。不幸的是，在陈祥榕13岁时，
爸爸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当时正值芒果丰收季，妈妈要照顾
果园，换取救治金，没法回老家。照顾爸爸的重担便落到了
姐弟俩身上。

“十三四岁的孩子都爱玩，但弟弟一直守在病房里，经常凌
晨三四点还在给爸爸按摩腿部。”陈巧钗说，爸爸所患的淋
巴癌经常引发右腿疼痛，因此，无论多晚，留在医院陪夜的
陈祥榕都会爬起来替爸爸按摩，缓解疼痛。



爸爸重病，也让陈祥榕变得比同龄人更懂事、更坚强。

陈祥榕就读的初中离家较远，需骑车上下学。有一回，他骑
车不小心摔断了手臂，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回到家。第二天，
妈妈不经意发现他的手臂肿得老高，赶紧带他上医院打石膏。

“他就是不想给家里添负担，不希望妈妈分精力照顾他。”
陈巧钗说。

“我们俩自幼跟着奶奶长大。弟弟很孝顺，到部队后，逢年
过节都会给奶奶寄钱。”陈巧钗说，弟弟牺牲的消息，家人
至今还不敢告诉奶奶，“奶奶已84岁高龄，害怕她受不了这
种打击。”

最近，老人经常问起孙子的消息，家人只敢对奶奶说，祥榕
在前线为国家效力，不但立了功，还送他去读书，以后不能
常回家了。

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到前线去

陈祥榕从小就想去当兵。读初中时，他就曾问过当时的班主
任陈臻苏，参军需要什么条件。

当得知既要身体好，又要政审过，他觉得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在心中默默种下一颗种子。

2019年，陈祥榕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要去就去最艰苦的
地方，到前线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坚定地告诉小叔陈臻宝。

因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他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
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苦怕什么，去部队不吃苦还要享福?” 陈祥榕几次私底下
跟小叔这样说。



参军前有为期一周的集训，当时部队领导说，看陈祥榕集训
情况，如能过关，就定兵到新疆去!为此，他每日5点便起，
绕县环城路跑步一圈，回到家中吃过早饭，再去集训场地参
加训练，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些天和弟弟说话，感觉他眼里都有亮闪闪的光。”陈巧
钗无不感慨地说，他当时觉得自己的梦想即将实现，浑身上
下都是朝气。

一周集训下来，陈祥榕表现亮眼，从众多新兵中脱颖而出。
他到新疆入伍的事情就这样敲定了。当年9月，他被派往离家
数千公里之外的新疆，成为连队一名新兵。

2020年4月以来，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
事端。

在日记本上，陈祥榕对一次战斗这样记录：“面对人数远远
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
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非法越线、率
先挑衅、暴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人员，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
谷冲突。

宁洒热血，不失寸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
行径予以坚决回击，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毫不
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雪山回荡英雄气，风雪边关写忠诚!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有
人发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正是陈祥榕，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群山耸立的加
勒万河谷。



卫国戍边心得体会篇五

在巍巍昆仑山，在白雪皑皑的丛山中，有一个哨所，叫做神
仙湾。冰山雪谷一军营，哨卡设在云雾中，人们是这样描述
它的。这里的战士，以连为家，扎根边疆，血液里流淌着的
喀喇昆仑精神让人敬畏，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
们学习。

高原缺氧，使官兵们的记忆减退，忘了痛苦，忘了疲劳，但
他们没有忘记戍边的使命。这群钢铁战士扎根在神仙湾哨卡，
用汗水铸就了卫国戍边的钢筋铁骨，用热血书写了无悔的青
春。海拔4000多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里，英雄长眠此地。生
前，他们冒着苦寒，守卫边疆，死后，长埋此地，戍边斗志
却不可磨灭，鼓舞一批批官兵把心安在高原，把根扎在边关。
岁月依旧，同一片天地，不同岗位，但是一样的，指引着官
兵们日复一日守卫祖国，也指引着我们为祖国的繁荣而奋进。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军人的牺牲无处不在，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在和平年代勇于
奉献的军人们，因为他们最值得尊敬！

是你们，为中华强盛，身披戎装报国捍疆；

是你们，为坚守，乘风破浪尽显英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