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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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黄诗燕的同事、亲人、帮扶对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
真挚的情感、生动的故事、朴实的语言，讲述了黄诗燕扎根
基层一线、决战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无不为之动容。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脑海中的雕塑在慢慢形成：一个不忘初
心的共产党人的塑像。

这几句话，是黄诗燕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虽然平常，却很立
体。

“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

黄诗燕出生于攸县，是从小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孩子，贫苦的
经历，让他对农村、对百姓、对脱贫攻坚倾注了最纯朴真挚
的情感。

70多岁的廖成运体弱多病，儿子廖建文劳动能力也不强。得
知黄诗燕去世，老泪纵横。他永远也忘不了11月20日，这天，
黄诗燕来村里考察危房改造工作，听说廖成运身体不好，特
地赶去看望，临走时还说要给廖建文说门亲事。廖成运高兴
得合不拢嘴，书记开了口要给儿子建文介绍对象，就一定不
会落空。可是，廖成运做梦也没想到，这是黄书记最后一次
来到大源村。



之前，黄诗燕只要一来村里，就要到他家看看。他家的条件
不太好，一家人住着两间土坯房，几乎家徒四壁。廖成运一
家成了黄诗燕定点帮扶的对象，几年下来，不仅新砌了房子，
黄诗燕还和廖成运走亲了，同吃同住，尽管房子不宽敞，屋
里还放着尿桶，黄诗燕一点也不在乎。

8年5个月零4天，黄诗燕走遍炎陵全县每一个村，翻越了县内
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有文字记录的就达1000多户，
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

“砸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走进炎陵的乡村，一栋栋新房映亮了百姓的笑脸。

炎陵县船形乡水垅村134户村民的土夯墙、杉皮顶房子，已变
成了盖着琉璃的新砖瓦房。

在距水垅村40公里之外的炎陵县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区内，村
民魏振灵的住房更“洋气”：崭新的红砖房内，煤气灶、电
饭煲俱全。

“以前都是土灶黑锅，破房烂瓦，哪里想得到有今天咧。”
魏振灵的老婆满意地说。屋后的菜地里她种上了时令蔬菜，
不远处的小杂屋里养了鸡鸭。

魏振灵并不知道，当初黄诗燕决定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扶贫
对象安居、土坯房集中改善三大工程至少需要资金6亿多元的
窘境时，是怎样的愁眉苦脸。炎陵，年财政收入仅7亿元，这道
“坎”实在不好过。

“不能安居，怎么脱贫?”黄诗燕排除众议，坚持己见：“砸
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为了筹资，黄诗燕带头省钱：老旧的县委大院不装修，掉漆



的办公桌不更换。难关终于闯过。全县1250户易地搬迁户住
进新房，2543户贫困户实现安居，6122户的土坯房得到改造。

“你对群众有多好，群众对你就有多亲。”

炎陵城南小学，62个半大学生把一间教室塞得满满当当，前
抵黑板，后抵墙壁。恰逢黄诗燕来学校调研，他试着拉开一
把凳子，坐上去体验一下，试了几次都难以坐下。他摇头道：
“这样不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的坐姿不利健康
成长，得尽快想办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

很快，县里制定多项措施，最重要的一项是投资1.388亿元兴
建一所芙蓉学校，新增36个教学班。每年拿出近百万资金表
彰教育行业先进，在全市率先实现全面消除大班额，获
评“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教育强县”。

就在黄诗燕去世前的两个月，下村乡坳头村的孕妇罗玉桃出
现鼻塞、胸闷、气促不适等现象，村里的卫生室解决不了，
生命岌岌可危。罗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脱贫，还是比
较困难。黄诗燕得知后，要求全力支持，政府买单保证平安
生产。

黄诗燕在任近9年，是炎陵县教育医疗发展变化最大的。县中
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县疾控中心整体搬迁
投入9900万元，20全面消除行政村卫生室“空白村”。

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不能让大山“困”住下庄！1997年开始，“愚公”毛相林带
领乡亲们“移山”，用了整整7年时间，在绝壁上凿出一
条“天路”。

路通了，产业也活了。在毛相林带动下，乡亲们种起了脐橙
等水果，发展生态旅游。随之，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一辆



辆小轿车来来往往，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015年，曾经最穷的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2019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12670元，是修路前的40倍。

“要自己动手，劈山开路！”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小时候，毛相林就常听长辈
们念叨。坐“井”观天，村民们有时也开玩笑说要修路，可
没人敢下决心。

直到1997年的一天，38岁的毛相林去县里开会，发现邻村村
民家里有电视机，还有车子来收购蔬菜。“没想到山里还能
这么生活！”回到村里，毛相林马上召集村民们商量修路的
事。

“你看这山，鸟都飞不过去。”“钱从哪里来?”“要不搬出
去算了?”

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村里有几百亩地，乡亲们不想离开世世
代代居住的土地，可想到修路之难也是特别打怵。

“不能坐等，要自己动手，劈山开路！”毛相林给村民们算
了一笔账：公路预计七八公里，计划20年修完，每天修1米即
可，全村将近400人，只要一起努力，修路是可行的。

不修路，没出路！几经周折，全村人终于下定决心。

男女老少齐上阵，冬去春来都不停。大家用最原始的办法，
一块块石头凿。绝壁上，一个个“空中飞人”绑着绳索凿开
炮眼、放上炸药……鞋子磨破就赤脚，夜里不便回家就住山
洞。

终于，2004年春天，一条“玉带”出现在山腰上，下庄人终



于打通康庄大道！

“失败了不要紧，继续干！”

路修通了，村民外出方便多了，当天就能往返县城。不少村
民开始外出务工，赚钱补贴家用。

不过，村里没有产业，只能自给自足，村民依然贫困。“修
好路，还要发展产业，打开财路！”毛相林又一次站出来，
带领村民继续“折腾”。

2009年，毛相林看到其他村发展蚕桑赚了钱，便号召村民种
桑树养蚕。没想到，100多亩桑树欣欣向荣，30多张蚕子却死
气沉沉。原来，下庄村海拔高、气温低，不适合养蚕。

“毛矮子蛮干，就知道瞎搞！”失败后，村民们意见很大。
毛相林也很失落，在村民大会作检讨。

“老毛心还是好的嘛，只是急了点。哪个能一次就搞成功的?
共产党员还怕这个?”会上，老党员杨元玖鼓励毛相林，也平
息了大伙的议论。

山里人，脾气倔。失败反而激发了毛相林的韧劲：“失败了
不要紧，继续干！”

第二年，毛相林在县城吃到一种西瓜，觉得特别香甜。他又
动心了，想种植西瓜。不过，这次他精明了，先请教农技人
员，自己试种两分地。

可喜的是，种西瓜，毛相林成功了。他把西瓜分给村民们吃，
还卖到县城，赚了一笔钱。在毛相林带动下，下庄村终于有
了第一个像样的产业。今年，村里西瓜种植面积达200亩。

村民们信心大增，毛相林乘势而上。2014年，他邀请市县农



业专家深入考察分析，确定发展柑橘、桃、西瓜三大产业。

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村终于打通了脱贫致富路——650亩柑
橘套种西瓜、南瓜，150亩桃园套种西瓜。村民刘恒保种了10
亩柑橘，去年初挂果就收入2万多元。“光靠游客开着小车来
采摘，就卖完了，都不用出门嘞。”刘恒保说，明年柑橘进
入盛产期，收入还将翻番。

“讲述修路历程，激励更多人！”

公路通了，腰包鼓了，已年过六旬的毛相林依旧闲不下来。
他在琢磨，怎么能让村里在外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振兴乡村。

29岁的毛连长曾在外种西瓜、跑销售。今年春节回家，毛相
林上门找他，“连长，留在村里吧，下庄村需要你们年轻人。
”

看着毛相林满头白发，毛连长又回忆起当年修路的场景。看
着村里产业蒸蒸日上，他动心了，选择留下，还说服女朋友
也回来，准备发展民宿，搞直播带货。

这两年，返乡村民越来越多。200多名外出务工村民中，已
有100多人选择回来，振兴家乡。

2018年，毛相林提议，建一个全村的事迹陈列室，记录下庄
人修路的故事：“讲述修路历程，激励更多人！”

在乡党委、政府支持下，下庄人事迹陈列室于2019年落成。
毛相林自告奋勇，当起讲解员。

在村口的下庄人事迹陈列室里，常常可见到毛相林的身影。
他在为一批又一批的外地游客讲述当年的奋斗故事。

“这是我们当年修路时穿的鞋子，已经磨穿了……”毛相林



说。这样的话，毛相林不知讲过多少遍，但每次都充满感情。

看着一拨拨年轻人来来去去，毛相林感慨万千：“我愿当一
辈子筑路人！”

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黄诗燕同志的名字我早已熟悉，此前和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
有很多人转发黄诗燕同志的感人事迹材料，有不少炎陵当地
的干部群众写诗寄托哀思，也有株洲的机关干部发文感怀。

本月，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同
志的先进事迹材料后，我了解到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优秀共
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材料，深受感动、有所启发。作为一名党
员教师尤其是作为行政党支部书记，我应该在今后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从以下三方面不断提升、继续努力。

一是要始终坚定初心。黄诗燕同志入党35年来始终践行共产
党员的庄严承诺，对党忠诚、鞠躬尽瘁，服务株洲造福炎陵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
鞠躬精粹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
时常思考当初“入党为什么”，回顾入党初心、坚定入党初
心，将对党许下的诺言作为毕生的追求，用一辈子守初心、
践承诺。

二是要始终牢记使命。黄诗燕同志是从基层成长锻炼至领导
干部岗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首位，以大局为重，以发展
为重，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他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
初心和使命。作为青年教师，应该时常思考“在岗干什么”，
始终牢记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
命，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把教学岗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
舞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青春力量。



三是要始终为民服务。黄诗燕同志不管在何种岗位，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炎陵的每一个山村，用实际行
动回应着老百姓的关切和期盼，用真情真干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应该时常思
考“为群众做了什么”，要把心思放在办实事、办好事、办
成事上，把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弘扬务实之风，坚持
为民服务。

“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
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
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
业。”当前正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作为党员要有知难而
进、克难而上的锐气，要有在困难面前站得出、危难关头豁
得出的勇气，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在没有硝烟的抗“疫”
战争中，持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扶贫工作就是一项解决民生实际的问题，联系群众最直接最
根本的工作。在扶贫的道路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身影，他
们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在他们扶贫工作的开展中，离
不开的就是走群众路线，更离不开地方自身的凝聚力。可惜
的是，工作结束了，黄诗燕却永远的倒下了，但是他们在岗
位上忙碌的背影也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中。尝过炎陵县黄桃
的人都知道，这儿的黄桃最甜。

持之以恒的去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是扶贫工作开展的宗旨。经过近几年的帮扶，
各项优惠政策都涌入了基层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户受益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有所松懈，我们不能让贫困户产生了负面性，
因为有人帮扶，他们就变得懒散。为杜绝这样的问题产生，
我们要加强排查，加强监督，让被帮扶的贫困户动起来，进



而做到贫困户有事可干。从“逼他们干”到实现自己能干，
如此我们才能将帮扶工作做好做成功。

对人宽对己严。了解黄诗燕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他向来对
自己的要求。他住的宿舍很逼仄，9年没有添置一件新家
具，9年来，黄诗燕翻山越岭，脚步遍布全县120个村
庄、3900余户贫困群众家里。黄诗燕对待工作也是向来的谨
慎仔细，不马虎对待每个人每件事，正因为有了他的认真和
仔细，才让炎陵县的老百姓以最快的速度全部脱贫。

今年10月，黄诗燕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虽然他
不在了，但是他为我们做的事都永远的留在了我们心中，相
信被他帮助过的人也都会记得他的好，他在炎陵县留下的足
迹也都深深的烙印在这片土地上。

毛相林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底，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脱贫出列。省统计局驻该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志强表示，黄诗燕
同志在脱贫攻坚决胜年即将到来之际离开人世，既是一曲催
人泪下的悲歌，也是一声催人奋进的号角，为广大脱贫攻坚
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以黄诗燕同志为榜
样，巩固好、提升好脱贫成果，让侗乡人民生活越过越
好。”周志强说。

“黄诗燕书记50多岁了，还奋战在扶贫一线。我才30多岁，
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松劲歇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老干
部局派驻泸溪县洗溪镇杜家寨村扶贫、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的覃占波是一位80后干部，已3次驻村扶贫并担任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他说：“年轻干部更要珍惜机会，做疾风中的劲
草，当烈火中的真金。”

“黄诗燕在带领全县脱贫摘帽后，依旧奋斗在扶贫一线。”
新邵县委宣传部驻村扶贫干部杨卫军表示，在接下来的扶贫



工作中，他要扎扎实实工作，更多倾听百姓诉求，全力帮助
群众解决困难，带领未脱贫的贫困户早日脱贫，确保脱贫群
众不返贫、生活更富足。

隆回县小沙江镇党委书记杨方且说，脱贫攻坚任重道远，他
们将以黄诗燕精神为指引，急百姓之所急，带领全镇百姓，
发展产业、解决就业，扎实推进金银花、中药材、生态旅游
等扶贫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帮助老百姓增收致富。

作为一名在脱贫攻坚一线奋战了4年的乡镇干部，麻阳苗族自
治县锦和镇党政办主任滕月娇说：“黄诗燕‘功名利禄全放
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使命担当，激励着我们越是艰险越
向前。坚守初心，砥砺前行，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伟大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