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优秀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如何才能写得
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
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篇一

为缅怀纪念烈士，弘扬烈士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我区
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坛区民政局采取五项措施，
全力做好烈士公祭活动。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为扎实做好公祭活动准备工作，区民政
局成立了以局党委书记、局长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
办公室、优抚科、区烈士陵园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召开工作布置会，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工作
责任，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为公祭活动的顺利开展奠
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制定活动方案。根据国家烈士公祭办法及上级精神，结
合我区实际，提出了我区烈士公祭仪式建议方案，报请区委
区政府审定实施。建议方案对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仪式程
序、部门综合协调等细节进行了明确。针对天气变化、车辆
有序停放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确保公祭活动顺利举行。

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从七月份开始，对陵园门楼、纪念塔基
侧面面砖、花池、道路石板断裂情况进行修缮，对纪念馆内
多媒体设备进行了调试维护，确保纪念设施完好无损、保证
设备运作正常。

四是开展环境整治。组织工作人员对陵园内绿化进行修剪，



清除枯枝落叶，新种、补种绿植草坪，彻底清洁烈士纪念塔
和纪念设施，确保环境整洁、庄严肃穆。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篇二

为进一步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确保20__年烈士公
祭日公祭活动能在庄严、安全、整洁、有序的环境中开
展，__区民政局提前部署，多举措为20__年烈士公祭日公祭
活动做准备。

五是全力做好烈士公祭活动保障和服务分工工作，切实为公
祭活动的顺利举行作好积极准备。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篇三

12月13日是第6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牢记国耻、
珍爱和平，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吊念逝去的遇难者。

82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
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40多天有组
织、有计划、有预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
劫等血腥暴行，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遇难人数超
过30万人。

勿忘国耻，奋发图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
不会因翘舌抵赖而消失。今天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
公祭仪式，是要铭记那段屈辱历史，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
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进而振奋精神、奋发图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这是这段屈辱历史给我们的
惨痛教训。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离民族复兴的的伟大梦想也越来越近，
这也是对历史最深沉的祭奠、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在改革发



展新的历史关头，我们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
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担当作为，“抓铁留
痕，踏石留印”的沉稳实干，才能发展自强，实现中国的繁
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

今天的中国不同往昔，不再弱小，不再沉沦，今天的中国已
经强大，能很好保护她的国民。但这段屈辱的历史我们应牢
牢铭记，勿忘国耻，自强不息。更不能停步于当前，而应在
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用积极主动的精神投入到干事创
业中去，用担当铸就未来，用担当承担希望，筑就民族伟大
复兴的坦途。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篇四

今天是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5周年纪念日。颇有感触。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85周年。85周年，我们和着血与泪，
以无比悲愤、沉痛的心情祭奠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30
多万冤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内心中一遍遍默念：
勿忘国耻!勿忘历史教训!高唱国歌，发愤图强!

巨大的创痛令人不堪回首。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
领南京后，人类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有谁听说过杀
人比赛吗?有，绝无仅有!那就是日本侵略者!两个恶本资料权
属文秘家园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家园魔就杀我200多位
同胞!他们对我中华民族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罄竹难
书!“9·18”开始的侵华战争，日寇恣意践踏我国土，屠杀
我同胞。“三光”政策、细菌战、奴役劳工、强征慰安妇，
一个个万人坑，一片片无人区，始作俑者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将被永远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3000万牺牲和死难
的英魂冤魂永不瞑目!永远地昭告历史!

12月13日，不是普通的日子;12月13日，是我们的国耻日!这



巨大的伤痛无法平复。我们在理智上实在不愿再抚摩这伤痛，
不是我们太狭隘，揪住历史旧帐不放，而是日本有人不断地
朝我们的旧伤疤上捅刀子。教科书掩盖侵略历史;首相、阁僚
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周边事态法及近日出台的新防卫大纲指针
矛头直指我国。令人气愤的是，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铁血罪
行，他们竟然赖帐，死不承认，谎说“南京大屠杀虚构”!又
是出书，又是开会，群魔乱舞。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受
尽屈辱和祸害的中华民族岂能容忍!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
个不答应!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绝不能患历史健忘症，决不能
忘记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决不能愧对无数先烈和死难的冤
魂!一个人，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如果自己不争气
的话，怨天尤人有何用!

落后就要挨打。这历史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今天，我们祭
奠南京大屠杀，不是囿于历史的伤痛中而不自拔，而是痛定
思痛，反省自己，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奋发图强!只有把
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只有我们强大了，我们才能站得直，
立的稳。一个巍巍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谁要
想再欺侮我们，它首先得摸摸自己的爪子有多硬!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心得体会篇五

12月13日，是第_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
大屠杀82周年。从1937年12月13日到20__年12月13日，时间
已经走过了82年。截止20__年12月日，南京大屠杀登记在册
的在世幸存者从1984年的175_人，改变为仅剩78人。在这个
沉痛的日子里，让我们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
铭记无数为新中国拼搏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砥砺前行。

党员干部要铭记历史悲痛，发扬“牺牲精神”。每每听到30
万，心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不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永远体会不到那种无言地伤痛，即便是时间已经过
去82年，只要一踏进纪念馆，钻心刻骨的痛感就会袭来。让
人不由自主想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是便有无数革
命先辈化悲痛为力量，为保家卫国奋勇而上，不怕牺牲。即
便是现在，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不怕牺牲的党员干部，有芦山
“4·20”抗震救灾行动中牺牲的杨波、有不放心村民冒雨回
村遇难的“扶贫之花”黄文秀、有抗台救险遇难的李夏、有
倒在扶贫路上的党员干部、有倒在抗震救灾、消防救援一线
的党员干部……他们不是饮弹倒地的解放者，却是支起民族
脊梁、扶起百姓安危的英雄汉。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
时刻不忘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何来的，面临民族危亡时要勇
于发扬“牺牲精神”。

党员干部要铭记历史悲痛，发扬“斗争精神”。无数革命先
烈想到“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听到30多万同胞的生
命“昙花一现”，纷纷站出来，化悲痛为力量，拿出勇气与
敌人斗争到底。现在，我们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时刻，在这个阶段，不仅伴随着新的“危险”，
而且也伴随着新的“机遇”，广大党员干部在面对“新危
险”时，要勇于发扬“斗争精神”。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
是广大党员干部不能“随遇而安”，有一丝一毫的“精神懈
怠”，更不能幻想一切都“风平浪静”。新时代的党员干部，
要铭记历史悲痛，化悲痛为力量，在面对严峻形势时敢于出
击，面对危机时敢于斗争。

党员干部要铭记历史悲痛，发扬“拼搏精神”。面对敌人的
疯狂进攻、疯狂破坏，革命先辈敢于拼搏；面对新中国出现的
“黑恶势力”，党员干部们敢于与之拼搏……正是因为他们
勇于发扬“拼搏精神”，才换来了今日之幸福。新时代的党
员干部，在工作中会遇到各个方面的困难，而这就需要党员
干部与之拼搏到底。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若命运不公，就
和它斗到底”的拼劲儿，做个敢于拼搏的“勤奋者”、践行
初心和使命的“追梦人”。



国家公祭日，旨在让所有人牢记历史悲痛，明白今日之幸福
来之不易，更是旨在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化历史
悲痛为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勇于发扬“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