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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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一

盛夏，雨雾蒙蒙的敕勒川草原，花香、草香扑面而来，翻滚
着的绿色波浪和各色特色花朵勾绘出一幅壮丽的草原图景。

敕勒川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部的阴山山脉
大青山南麓。据史料记载，过去这里曾分布着茂密的森林、
肥美的草原，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条件所限，加之无序开发利
用，导致森林植被消减，水土流失严重，这片近3万亩的天然
草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变成了一片荒石滩。

“春天的时候一刮大风就扬起沙尘，天连地、地连天，啥也
看不见。”当地的牧民向记者讲述这里曾经的景象。

为了恢复大青山的自然生态，起，呼和浩特市实施阴山山脉
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程，修复敕勒川草原是其中一个重要
内容。作为当地一家生态型科技企业，蒙草生态发挥“特色
种源体系+数字技术”的优势，通过搜集土壤、气候等生态数
据为敕勒川草原做“体检”，并根据“体检指标”制定
出“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的综合治理方案，精选出适
合的植物品种。采取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方式，改
良土壤、重建了当地的植被群落。

经过多年维护，敕勒川草原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从曾经千
疮百孔的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改造成水草丰茂的草原，
逐渐恢复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



如今，这里不仅有草原，还有花海。“当你漫步这片草原，
会被许多花儿迷住。很多是内蒙古草原上的自有品种，蓝色
的串串是马鞭草、红色的鲜花是山丹丹花……”蒙草生态研
究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大自然赐给内蒙古的珍贵植物物
种，一花一草都有语言，它想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数据化，我
们要做的就是读懂自然的语言，掌握规律、找到方法，做到
心中有数，从而让草原更‘健康’的持续生长。”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率先实施数字化生
态修复技术，不仅让敕勒川焕发了新颜。同时，周边村民依
托修复后的草原，大规模、科学发展设施农业、搞采摘经济、
打造旅游品牌发展休闲农业，据记者了解，，敕勒川草原文
化旅游景观带全年接待游客558万人次，实现收入20.5亿元，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吃上了旅游饭，踏上了“生态美、百姓
富”的康庄大道。

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二

“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1月3日下午，__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
题，并发表重要讲话。

“水”的安全关系国家长治久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一盘大棋，下稳、下好这盘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的大
棋，可以造福祖国的千秋万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
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们内心深
处的深厚历史情感，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须
不遗余力重视起来、治理起来。黄河母亲哺育着中华民族，
孕育了中华文明，流经我国9个省区，实现整个流域的高质量
发展势在必行。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于保护。



不遗余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全
国整体生态环境布局的深刻变革。从黄河流域目前实际情况
来看，生态保护工作中尚存一些短板和弱项，尤其是在贯彻
落实大保护、大治理的具体措施方面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还有差距。面对新形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辐
射区域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而且思想观念已
然脱离以前的老套路老办法，充分结合新科技、新技术，
在“保护”上下大功夫。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进
入__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将会形成带动效应，在践行新
时期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的前提下，为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重点围绕着“水”做足文章。

水，是河流、湖泊的本体，水的质量决定着整个流域的生态
环境质量，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同时也蕴含着源远流长的
黄河文化。当下，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
重视，与相关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近些年由于一些不
尊重自然规律的肆意妄为开发动作，使得母亲河生态受到了
破坏，要实现人水和谐相处的目标，必须狠抓主要矛盾，
从“水”着手，联合各个相关部门，在中国特色现代化治水
道路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检测防治制度，合力持续进
行水生态的维护。

在科学落实中保障黄河生态保护工作的行稳致远。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以来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近年来随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有效推进，我国在
围绕黄河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从被动治理，改为实行主动
调控，实事求是搞治理，通过自流引水、提水灌溉等科学论
证后，完善技术方法，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黄河灌溉面
积，同时在进行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中有序开发黄河电力
资源，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速度，不断提升黄河涵养能力，
政策的切实有效贯彻落实给予了黄河流域健康、持续发展的



有效保障。

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三

要坚决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出一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优美环境是长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构建“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新长江是我们掷地
有声的承诺。走进新时代，长江之歌需要发出更强健的声音，
发展和生态从来都是缺一不可，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兼
顾，才能让长江岸更绿、水更青、山更蓝、人民更幸福。

让绿色发展成为“主旋律”，提升生态文明实力。

以江水为镜，可鉴发展得失。江水清则发展优，江水浊则发
展劣。要提高“含绿量”来提高“含金量”。把全域旅游、
大健康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分别作为首位、优质、支柱性的
绿色产业，培育节能环保、旅游休闲等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
新产业新业态，提升绿色实力。要舍弃的“低质量”来
换“高质量”。围绕沿江1公里以内、5公里以内、15公里以内
“三段线”集中发力，落实长江岸线功能区“四区”定位，
促进长江岸线资源科学利用、有效保护和依法管理。绿色发
展了，生态文明才不至于落入“看起来很美好”，绿色发展
就是永续力量，是生态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必由之路。

让生态文明成为“美音符”，确保绿色发展方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金山，长江生态文明离不了绿色发展道路。
要打造区域生态建设样板，加快构建绿色创新体系和绿色产
业体系，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推进长江经
济带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整治，根治岸上污染源，坚持问题导



向，扎实开展专项攻坚，向长江流域环境污染问题宣战。要
打造生态文明制度样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巩固扩大长江生
态补偿制度成果，深化河(湖)长制和林长制，用制度守护绿
色江淮美好家园。绿色发展只有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底色前提，
才不会偏离发展的“初心”。

让绿色生态成为“新乐曲”，增进人民幸福指数。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共享幸福，
需要全社会一起奋斗，共同推动环境质量改善，让家园变得
更加清洁美丽。要担负起防治污染的主体责任，把握住加强
党的领导这个总抓手，扭紧了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
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用问
责利剑划牢生态保护红线，纠正那些“何必当真”的观念、
得过且过的想法、蒙混过关的心态，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落到实处。要集聚共同治理的力量，从根本上补齐生态文明
建设的短板，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运行高
效的资源保护发展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长江生态建设
的格局。

“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邃养”，奏响“长江之
歌”非一朝一夕之功，广大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长江流域的大合
唱中主动作为，奋力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前列，让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长江之歌”响彻神州大地。

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四

日前，__到江苏省苏州市考察，重点调研了苏州工业园区的
发展情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答好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问，必须赓续精神“根脉”，建强智
力“梯队”，打造科创“堡垒”，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立足“文化传承”“根本点”，赓续精神“根脉”，为高质
量发展“强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深邃的，它影响着一个民族，
影响着一个国家。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繁衍了五千年，创
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赓续
文化“根脉”，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顺应文化产业数
字化、云端化的发展趋势，聚焦发展新型文化产业形态，以
新技术与新手段包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打造出“近悦远
来”的文化符号，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培养适应
新形势和新要求的文化产业人才，高校、企业、馆藏场所要
加强合作，搭建人才成长链条，培养适应新要求的复合型人
才。

锚定“人才建设”“发力点”，建强智力“梯队”，为高质
量发展“聚人气”。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__在党
的__报告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正向纵深加速演进，站在时与势叠加交汇的特殊历
史节点，谁的队伍更强，谁更有“人气”，谁就能在波谲云
诡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支本领过硬、
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应有之义。要突出市场化、实用化导
向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聚焦技术前沿、市场一线，打造一支
能战能胜的人才队伍。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下功夫，
将育才和用才结合起来，构建从成长到成才的全链条，大力
提高人才的使用率和适用率，推进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打造科创“堡垒”，为高质
量发展“添新气”。“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打
造科创“堡垒”，必须大力推动基础创新，打造原始科技创



新策源地，铸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石。要加强关键核心
领域的基础科技创新，探索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新模
式，持续加大基础科技领域的攻坚力度。基础科技领域是一
个见效慢、投资大的攻关重点，对资金支持的要求高，政府
部门要制定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提供融
资支持，促使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要加强创新成果保护，完
善知识产权制度。成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合市场、工商
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坚决打击侵权行为，保护所有人
合法权益，维护科技创新良好生态。

推动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五

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
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
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
党员干部要坚定信仰、砥砺奋进，改革创新、加快转型，一
心为民、真抓实干，以最浓郁的色彩让高质量发展蓝图“成
色”更足。

以“新征程”赓续“忠诚心”，让“红色基因路线图”主色
更亮。

信仰是发展进程中强大的内在滋养。“唯有__，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在既往开来的
新征程，我们要固守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把牢记初心
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依托闽北
红色资源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传承“红旗不倒”的苏
区精神、红军精神、廖俊波精神等，读__革命先烈英雄故事，
读黄立贵烈士慷慨就义故事，读廖俊波同志为民故事，在故
事中汲取信仰之力。学好__，把自身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把对党的忠诚镌刻在奋斗的路线中，立志为
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做到不改其心、不移其志、
不毁其节，为高质量发展献力。



以“新思想”树牢“发展观”，让“绿色生态山水图”底色
更深。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我们要用“新思想”打造好南平代名词——绿色生态，紧扣
绿色高质量发展超越主题，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新路”。
牢固树立“发展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深化推进武夷品
牌、生态银行、水美经济“三大创新”，发展“林下经济”
和生态旅游、康养产业，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把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绿色经济”优势。身处基层一线，要把握“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精髓，持续加强绿色乡村振兴宣
传工作，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强化多污染物城乡协同控制和协同治理。
让“目光所及之处皆风景”不在“远方”，而在“脚下和眼
前”。

以“新形象”浸润“为民心”，让“金色产业富民图”本色
更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之根本、发展之基石。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
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有“为民服务”之
心、“为民办事”之能、“为民造福”之行，诠释好为
民“新形象”，察民情、拓产业，为民解忧，带富百姓。发
掘特色资源助推富民乡村产业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
海吃海念海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培育龙头企业带
动富民乡村产业发展，做好企业服务和政策帮扶，通过示范
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带动的形式，打造“公司+合作社+农户”
利益共同体，让农民不做“旁观者”和“局外人”，喜
获“致富果”。做精休闲农业拉动富民乡村产业发展，动员
群众参与，打造休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农耕体验等留得
住、能带动的持久项目。“该放手时不越线，该担当时不缺



位”，让富民产业真富民，让人民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腰杆子”硬起来。

蓝图绘就启新航，风正帆悬正当时。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上，让我们赓续“忠诚心”、树牢“发展观”、
浸润“为民心”，共同绘好“红色基因路线图”“绿色生态
山水图”“金色富民产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