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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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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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篇一

作者：无言风

李保国是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但他如今更广为人知的身
份是一名党员。正是因为他以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心间，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以为民服务为宗旨，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合格
共产党员的赞歌。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做一名合格党员”是我们学习效果的最终体现，而李
保国正是我们的学习典范，因为从他的人生轨迹中体现了优
秀共产党员的品质：

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自己的知识化成人民
群众最现实的需求。李保国心怀群众，最终也因他为群众的
付出，被群众牢记心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胸怀，使他拥有无私
奉献的品德。李保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却没有选择“高坐庙堂不知人间事”。李保国的一生都在
百姓中奔走，将百姓的需求牢记心中，这一切源于他知道奉
献的意义。他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党员甘于
奉献的良好形象。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认知，使他发扬扎实



苦干的优良作风。李保国是一名教授，也是一名博士生导师，
然而他却没有呆在远离艰难困苦的学校搞“研究”，而是把
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李保国
事迹报告中的一串数字“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___万亩
荒山披绿，带领___万农民脱贫致富”，涵盖了他不畏艰难困
苦，深入实地的一生。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的党员，都应有
这种认知，将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用于实际中去，不畏惧
任何困难，发扬党员扎实苦干的优良作风，勇于突破。

正因为李保国身上的闪光品质，展现出一名党员应有的品质，
因而我们现在应把他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
让每一名党员都从他的事迹中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从而争做
合格共产党员，促使我们每一名党员在各个领域更好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篇二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扎根基层，扎根太行山，三十年
如一日地为山区林业发展、农民生产致富殚精竭虑，打造
了“富岗”“绿岭”等知名农产品品牌，带动___万多农民群
众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新愚公”。如今李教授奉献了毕
生心血和汗水的太行山终于绿了，但李教授也积劳成疾永远
离我们而去了。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李教授的事迹对我
触动很大，在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我们每
一名党员干部更要向李保国教授看齐，要化悲痛为力量，弘
扬他的高尚精神，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砥砺奋
进。

为的创业精神，正是当前我们调结构、促转型工作应该努力
学习的精神。学习李教授，就要学习他心系群众、亲民爱民
的大爱情怀。李保国教授之所以受到果农和各地干部群众的
爱戴和信任，是因为他心系果农，热爱事业，用实际行动为
果农的成长、事业的发展点滴付出。



李保国教授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
就像一粒种子，扎根在巍巍太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更应该向李保国教授看齐，深入学
习李保国教授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为民意识，
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摆在心底，大胆探索、用科技唤醒创新意识，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问题，用真挚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真正为建设美丽中
国的宏伟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李保国精神永续远航!

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篇三

日前，对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同志的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
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35年如一日，李保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成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把毕
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创新了太
行山板栗、苹果、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富岗”苹
果、“绿岭”核桃等多个全国知名品牌，实现山区农民增
收28.5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
新路。李保国用扎根山区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用奉献的一生践行了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奉献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革命战争年代，为了
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冲锋在
前、出生入死，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好日子。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太行
山区“旱、薄、蚀、穷、低”的艰险面貌，李保国只是轻描
淡写的说了一句“先辈们流血都不怕，咱们流点汗算什么”，
便全身心的投入到太行山区的开发研究中。起早贪黑、跋山
涉水、风餐露宿，“山当餐桌地当炕，躺在地上吃干粮”，
李保国带领团队用数年的时间创造了太行山低山片麻岩
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使石质山地造林技术发生革



命性变化，过往的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
方”，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

奉献就是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
教授，李保国坚持将科研课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群众最
需要、最受益的选题上，“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
么”。“深眼闷炮”控制爆破松土蓄水技术、隔坡沟状梯机
械整地技术、太行山片麻岩区“蓄、集、整、改、排”防洪
减灾工程技术、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技术、优质无公害草果
栽培技术、绿色核桃配套栽培技术……只要是能够为群众带
来福利，为地区发展带来效益的技术，他都义无反顾的埋头
研究。李保国扎实苦干、奋发作为，用“滚石上山”的勇气
攻下一座座贫困的城池，让他不仅成为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更成为了群众幸福的引路人。

奉献就是至始至终将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刻在心里。在李保国
心里有一道永恒的数学题，农民=自己。他曾表示，这辈子干
得最过瘾的事就是“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李保
国深深地了解，仅仅自己或科研团队掌握技术是不够的，只
有让广大群众都了解、熟悉、掌握，才能让野岭荒坡变成金
山银库。办夜校、搞培训、出书籍、编口诀，李保国用最浅
显易懂的语言，手把手的为乡亲群众讲解新技术，使技术真
真正正的刻进群众的心中，成为群众的拿手本领。35年来，
李保国先后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推广36向实用技
术，培训人员达9万余人(次)，成为群众当之无愧的职业技能
导师。

奉献还是低调做人、谦卑处世的生活态度。李保国始终把自
己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帮助，“是党
和人民成就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将能够参与党带
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千秋伟业而感到自豪。在协助山区人民
脱贫致富的路上，他始终秉持共产党员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的赤子之心，“记利当计天下利”，从不收百姓的一分钱，
更不占企业的一份股，无怨无悔。



牢记党恩、对党忠诚;扎根群众，无私奉献。李保国的事迹告
诉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激发出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进取动力，让人民群众得到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心中的丰碑。请让奉
献成为新时代最美的旋律，成为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质!

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篇四

做李保国似的群众利益“守望松”

作者：叮当作响

35年如一日，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
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这就是李保国这位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一生的真实写照。对党忠诚、百姓情怀、扎实苦
干……这些都是李保国等一些优秀党员身上的闪光点。但铸
就这些闪光点的，则是在这个浮躁时代中的坚守。

只有坚守，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人的一生有很多岔路口，
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决定了你的大致走向和最终的目的地。
人的一生也会有很多诱惑，是被牵着鼻子走，还是保持真我，
决定了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李保国也是一样，他不为名，
不为利，为的是山区人民的脱贫致富，为的是科技的创新和
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他成就感的来源。他说：“我累点不算
什么，如果通过我的技术早一点让这些果树进入盛果期，一
亩地增收几千斤苹果，一斤就按两块钱算，那也不得了呀，
一个人辛苦一天，增收几千万元，多值，多有成就感!”

只有坚守，才能创造自己的价值。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做
过各种工作，但只有尊崇自己的内心，踏实地坚持下去才能
得到应有的成果。在岗底村，李保国和普通村民一样，抡锤、
放炮、挖坑、搬石头，苦干一年，建成100亩高标准水平梯田，
种上了绿油油的苹果苗。这就是一位农业教授完全听从自己
内心的声音后对自己的定位。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没有高



高在上，而是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俯下身子，放下了架子，
做出了别人没有的成绩。所以河南省愚公故里济源市一位副
书记参观后，挥笔赞叹：愚公故乡在济源，愚公精神在岗底。

选对方向固然重要，坚持走完全程才是最关键的。作为党员
同样也是如此，坚守正确的理想信念，并且为之奋斗一生，
是每一位党员应有的追求。

观看李保国心得体会篇五

李保国教授的精神如巍巍太行矗立于前，我们怎能视而不见?
学习他对于人民深厚无私的感情投注，学习他事业上令人惊
叹的专注和热忱，更学习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双手修剪枝
杈、用毕生心血倾灌贫瘠土地的务实奉献……这才是向这位
真正的时代楷模致敬的最好形式。

第一次听说这位“新时代愚公”传奇的人，心灵的震动往往
是从一种强烈对

比中产生的。一位熟识李保国的农民说，他是最没有“教授
范”的教授。确实，有那么一些“教授”开会、出书、攒粉
丝、博奖项，往来非富即贵，最不济也争取在媒体上混个脸
熟，而李保国教授的心愿竟是“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
我”。“农民=我”，有多少教授能写出这样的人生价值公
式?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举家扎根山区13年，一辈子
奔波在校园和大山之间，以及生命最后48小时还殚精竭虑为
扶贫项目操劳这样的代价?而他，做到了!

当一位学者用平生所为诠释出“学以致用，报效人民”的全
部内涵，我们相信，他作为民族脊梁的道德坚守与作为科学
家的价值追求，都已得到了最高意义上的实现。今天，李保
国教授在与不在，太行深绿处，他非凡的抱负与伟岸的精神
永远闪闪发光。生命至此，重于泰山!学人至此，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