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袁隆平故事有感(模板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一

袁隆平，“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原副主席袁隆平，因
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
年91岁。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是多么的伤心难过！我所了解的袁隆
平院士，毕生都在为世界的粮食供应做努力，做贡献。就连
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始终不忘自己的杂交水稻，每天都向
护士询问气温、降水等情况。一位护士在袁隆平老先生逝世
后，还哭着说“他自己都已经病的那么严重了，还时刻关心
着他的稻子。”

袁隆平爷爷说过：“我有两个梦想。”袁隆平的梦想有两个，
一是“禾下乘凉”，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但就在他
的两个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这位稻田里的守望者却走了。
为此，我们要牢记袁隆平爷爷给我们的寄语：

“知识是基础，汗水要实践。灵感是思想火花，思想火花人
人有，不要放弃它。”

总是下意识的以为，那些伟大的人会永生。却忘了他们也会
老，也会生病，也会突然离开。他悄悄地带着草帽，弯着个
腰……就这样，突然离开了……尽管医院全力救治，尽管家



人在床边唱着他喜欢的《红梅花儿开》等歌曲，期盼他能够
睁开双眼，但最终还是没能迎来奇迹。由于袁隆平的杰出功
绩，有许多人提议国家给袁隆平爷爷实行国葬，降半旗哀悼。

我认为袁隆平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去学习：时刻关心人民、
简朴、不慕名利、不畏艰险，勇于付出、顾全大局、甘为人
梯……所有的这些精神，造就了中华人民对于他的尊敬与喜
爱，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多么的平易近人！

致敬袁隆平，我们要珍惜粮食，为自己的目标付出汗水，坚
持不懈，才能表达我们最真诚的致敬之心！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二

-年5月22日13时07分，您安详地与大家告别了。有人说，您
是在等大家好好地吃过午饭，再和大家告别。我认为，您是
不想看到我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难过。因为这是您的初
心——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袁隆平爷爷，您知道吗?我还记得小学教科书里记载的关于您
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九个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什么是杂交水稻，后来是老师在课堂
上给我们讲，大家吃的大米就是水稻成熟之后的产物，全国
上下现在每顿饭能吃饱吃好，是有着袁隆平爷爷的汗水在里
面的，听罢，深感您的伟大，难怪，米饭如此香甜。

袁隆平爷爷，您知道吗?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看过您的大幅画像。
您身着白衬衫，深蹲在稻田里，双手轻柔地捧着金黄饱满的
稻穗，面带微笑又稍显一丝庄重。后来我知道，您在考大学
时就坚定了自己的理想，深刻明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
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可见，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您就
有了这么深远的目光，有了这么崇高的理想，并一直坚持不
懈地去努力拼搏，这注定了您终将成为“国士”，终将成
为“大师”。



袁隆平爷爷，您知道吗?我昨天读过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深
受感动。您在信中写了很多很多，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
是妈妈在我幼年时种下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您内心深处
最柔软的一面，如果说，您的理想是让人们远离饥饿，那么
母亲就是助您实现理想的不竭之力。袁隆平爷爷，不要觉得
有所亏欠，我想您的母亲一定能够理解您是在“舍小家，为
大家”，明白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
里”这个目标在奋斗，明白您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类造福。

袁隆平爷爷，您知道吗?我昨天看过一段关于您的视频，深受
震撼。您说到了您的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就
是追求水稻的更加高产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在您和您的团队努力下，水稻亩产公斤量取得了一次又一次
的突破，这对实现我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具有重要意
义。而中国的杂交水稻，在您和科研人员们的不断努力下，
已经在40多个国家成功示范，并在10多个国家大面积推广。-
年9月29日，89岁的您获得“共和国勋章”这一至高无上荣誉，
进京之前，您先是下田和超级稻告别，回去后第一件事，还
是下田。“年纪大没关系，我还没有痴呆，还可以干下
去。”您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袁隆平爷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我们会好好牢记，并“以光盘为荣”。袁隆平爷
爷，您的坚定理想、不辞辛苦、心有大爱、淡泊名利，我们
会认真学习，积极向您看齐。袁隆平爷爷，我们会谨记您的
勉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躬行实践、厚积薄发，不辜负
时代担当!

袁隆平爷爷，您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方，我知道那里
有“稻香满溢”，那里到处可以“禾下乘凉”，愿您安息!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三

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志永远离开了
我们，举国恸哭、山河齐悲。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
袁隆平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对袁隆平同志最好的纪
念就是学习他的高贵品质、传承他的伟大精神，像他一样做
一粒好种子，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出绚烂之花。

做一颗爱党爱国、热爱人民的种子，在无私奉献的土壤中厚
植初心使命。仓廪实，天下安。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关乎国家命运和
人民利益。让中国人民仓禀充实、餐桌丰富的袁隆平居功至
伟。因从小目睹过太多因缺少粮食引发的灾难，袁隆平从小
便立志“要为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正是因为身怀忧国忧
民的深情厚谊和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感，袁隆平在人生规划
和事业发展方向中不顾家庭反对毅然选择农学专业，一生致
力于杂交水稻研究，将出彩的小我融入到服从国家、人民需
要的“大我”中，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心系杂
交水稻事业。党员干部要做一颗爱党爱国、热爱人民的种子，
学习传承袁隆平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个人的梦想与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将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和人民的热爱转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磅礴力量，把初心使命写在祖国大地和人民心中。

做一颗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种子，在执着追求的土壤中积
蓄信仰力量。梦想是方向，是目标，是前行的动力。要到达
梦想的终点，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心、信念，执着不渝的追求。
袁隆平在实现“让中国人民吃饱饭”的梦想的征程中，矢志
不渝、百折不挠，一生扎根在稻田间。从种下第一批杂交水
稻到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从三系法到第三代杂交水
稻，他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从未止步。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矢志
不渝、从不放弃的信念，不仅实现了“让中国人民吃饱饭”



的梦想，还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让中国科研精
神在世界发扬光大。党员干部要做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种
子，传承袁隆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在本职工
作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面对各种风险困
难和矛盾挑战中迎难而上、向险而行，永不言弃、越挫越勇，
坚定为实现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的信仰、
信念、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新征程上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做一颗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种子，在开拓奋进的土壤中孕
育事业辉煌。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唯有创新才能赢得未
来，才能推动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袁隆平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创新无止境的精神，在杂交
水稻研究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从两系法杂交水稻在
世界领先的保持到在云南永胜创造亩产高达1137.5公斤的新
纪录，从杂交水稻在全国各地推广再到在盐碱地中种出水稻
并创下亩产500公斤的记录，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是他不满足
于现状、勇于创新的最好证明。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显
赫的科学家，却甘于扎根基层，把一生都浸在稻田里，默默
无闻、朴实无华，一生只为“中国人民能吃得饱、吃得好
饭”这样一个看似朴实而又伟大的梦想鞠躬尽瘁。党员干部
要像袁隆平一样做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种子，不满足于现
状，敢于突破思维局限，创新开拓、锐意进取，以追求卓越、
止于至善的精神，敢闯“无人区”、勇攀“最高峰”，在干
事创业中不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

斯人已去，精神如炬。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像袁隆平
一样做一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
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好种子，以实际行动传承袁隆
平的精神和遗志，立足岗位创造不负时代、不负历史、不负
人民的伟大业绩。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四

这两天很多人带着稻穗和鲜花去送别袁隆平，也有很多人在
网上自发追忆悼念袁老。我们应接过他手中的“稻谷”，让
世世代代都传承他那些宝贵的精神。

袁隆平大学毕业时在偏远的湖南省教书，在国外学者耗费数
年研究杂交水稻相继失败的背景下，他坚信“没有错误的实
践，只有错误的理论”，一个乡村教师挑战世界权威的笑话
就这么被传开了。为了证明水稻真的可以进行杂交实现量产，
他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经过千千万万次试验终于发现了杂
交稻的母本，此后不断创新促使三系配套全面成功，1976年
杂交水稻全国大面积推广，平均增产20%。作为党员干部，要
从袁隆平培育稻谷创新过程中看到，在面对千奇百怪的困难
时既要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当下“网红流量”掀起了一股浮躁之风，为了争名夺利，很
多人或重金买“热度”，或放下底线自爆“丑陋”，又或有
一官半职便忘本得意。唯有袁隆平这样的“大明星”能够静
下心来干大事。面对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
顾问、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等头衔，面对国外高薪就业机会，
他并没有“炒作”自己，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攻
水稻田”。作为党员干部要学习袁隆平这种“稻谷”般的朴
实无华精神，时常看自己为群众做了什么实在事，贡献了什
么真力量，以“润物细无声”的实干去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
而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嫁衣”有多么光鲜亮丽。

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到田畴。从1964年研究杂交水稻
开始到-年初，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田间地头总少不了袁隆
平的影子。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他也没仗着年纪大当“甩
手掌柜”，一直亲力亲为到杂交水稻基地搞研究。袁隆平倾
注一生心血把稻谷攥在手里，为我国水稻发展抢得了最大先
机。“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



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作为党员
干部，尤其是青年党员干部要弘扬永久奋斗传统，稳稳接过
袁老那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稻谷”，面对苦难、
挫折、矛盾不怨天尤人、不轻言放弃、不半途而废，努力将
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践行到底!

袁隆平身上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党员干部去学习的地方，
比如他那宠辱不惊、沉着冷静、执着坚守的品质，也同样深
深地吸引着我们在自己岗位上发光发热。袁隆平的一生，是
理想照耀的一生，即便他离开了，也仍然会照耀我们前行，
但愿我们党员干部以及更年轻一代青年们能接过他手中
的“稻谷”，再续他那“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奇缘。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五

-年5月22日，当从网上得知您逝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沉痛，
但我知道，您只是进入了一个梦乡，在那里，世界各地都种
满了杂交水稻，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您悠然
地坐在稻穗底下乘凉。您的一生，始终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利
益紧密相连，把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结成了一
粒粒饱满的稻穗，种满神州大地乃至世界各国。

您亲身经历了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导致的严重粮食饥荒，
踌躇满志的您决心改变人民群众吃不上饭的面貌，努力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抓紧培育出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实现增产，
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您扎根在田间地头61年，一生80%
的时间都在搞研究，就为了使杂交水稻实现高产。在一些人
眼中，总觉得您很有钱，实际上您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即
使名满天下，您心无杂念只专注于水稻研究，每月工资不
过6000元，一年到头不过二十万。您曾说：“人，除了吃饱
肚子，还需要一股子精神，只有精神丰富了，心情才能愉快，
身体才能健康，事业才能做得长远。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
心思搞科研呢?”您拒绝了国际上很多机构的高薪工作，还把



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您的名字命名
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用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
的人。

搞农业科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可以加班加点完成，农业研
究需遵循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几个月才能见到成效，
且杂交水稻是世界性的难题。但你毅然选择杂交水稻这条路，
这条路注定是不平凡的，是艰辛的，是无止境的，但您不畏
艰难，呕心沥血，60余年来，您常脚踩淤泥、头顶烈日，勾
腰驼背整天把自己埋在稻田里，默默坚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
辛苦耕耘，苦苦追求，凭着自己刻苦专研的精神，以及敏锐
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
跨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峰。您曾说，您的一生中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如
今水稻高产的梦想已经实现，您的杂交水稻也在印尼、巴西
等地大面积种植，然而您还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坚持不断
创新、不断探索、不断突破，即使90多岁高龄依旧扎根在田
间地头里。

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用自己那小小的身躯扛
起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粮食安全”的重任，耗尽一
生的精力只为一粒小小的稻穗，最终把自己的论文写满整个
神州大地。90岁生日时您曾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您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直到今年年初，您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
工作。今天，我们能够衣食无忧地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更
应该感激和铭记那些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看到你们身上一心
为民、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不畏艰难，与时俱进、勇攀高
峰等高尚情操，不断延续你们身上的优异品质。您放心，今
天的我们无论处于任何岗位、任何时刻，都会把自己的个人
前途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以您为榜样，把实现中国人民的
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不断勇攀高峰的动
力和目标。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六

20-年5月22日，是共和国历史上，举国悲痛的一日。下午13
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初次听到袁爷爷逝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
得胸口下坠，似是被剜去了心一样，好像世间所有的文字，
都冲不破我内心的冰凉。

放学回家后，我急切地打开电脑查看，网上铺天盖地全是致
敬袁爷爷的信息，我也好想插上翅膀飞到长沙湘雅医院去悼
念袁爷爷！泪眼婆娑，那个让我们吃饱饭的人，就这样永远
地走了！袁爷爷再也没法像过去那样，笑眯眯地出现在满眼
金黄的稻田里，用地道的湖南话说出幽默机智的段子，自嘲
自己是有“有偶像包袱的90后”梗王。他朴素执拗得如同故
乡的父老，真诚幽默得就像身边的亲人。

子之梦，即是中华之梦。袁爷爷虽然已逝，可他的这些话，
如同稻米一般滋养着我们。我想，对袁爷爷最好的致敬，不
仅是把碗里的饭吃光光，还要传承他的梦想，练就一身本领，
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

反思自己，生于蜜罐，成长于独生家庭，尽享了两辈人的偏
爱，却很少懂得感恩和付出。生活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学习上，粗心大意一知半解；思想上，不求上进得过且
过……扪心自问，这样的自己又该如何传承袁爷爷的梦想！

100多年前，詹天佑12岁就赴美留学，立志为早日富强祖国而
学习科学。我想，他们的心中，必然像袁爷爷一样存有坚定
的信仰；他们的身上，必然像袁爷爷一样存有拼搏的光芒！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袁爷爷，请您
放心，虽然您带着禾下乘凉梦去了远方，但您已经将奋斗
的“种子”留给了我们年轻一代。我们会传承您的梦想，勇



于奋进，继续前行！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七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袁隆平刚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应邀考察，
就乘飞机直抵香港，出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
的仪式。平时穿着极随便的他根本没带领带，为了出席正规
场合穿西装配领带，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
他买条金利来领带，他嫌贵，不肯买，拉着同伴到地摊上去，
买了一条花100元港币能买到6条的领带。他拿过领带，在胸
口上比试着，笑笑说：“蛮漂亮嘛，怎么样，精神吧，这叫
价廉物美，比名牌差不到哪里去，来来，你们都来
买……”“不买，不买，袁老师，你当然啰，身份不一样，
再差的东西穿到你身上，都成了名牌，我们不行啦，要靠名
牌撑门面。”

见同伴都不愿买，他只好自己买了几条，调侃道：“哦，我
晓得了，你们不买是舍不得掏钱，我老袁大方得很，见人白
送一条，怎样?”

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
说此事后特意上街买了条金利来领带，晚上到老爸下榻的宾
馆给他系上，嘱咐老爸明天出席仪式时，系他们买的这条，
但第二天，他还是系上了自己在地摊上买的那条，到香港中
文大学去了。事后，他将儿媳买的那条领带留给了儿子。

或许有人会说，花自己的钱，当然心痛啦，花公家的钱，就
不一样。此言差矣!应该说，他花公家的钱，比花自己的钱
更“抠门”。他是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2月25日，他乘飞机
到北京去开3月3日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两会”，出发前，他就
“沉下”脸交代买机票的人：“别买头等舱，就买经济舱，
就是买了头等舱，你也得去退掉。”

原来，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考虑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



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登机前，他
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
舱。上机后，头等舱里空着位置，加上空姐熟悉他，尊敬他，
请了他几次去头等舱，既然不花钱，他就去了头等舱。事后，
身边的同事笑他专坐不花钱的头等舱，他说，空着也是空着，
浪费资源可惜。

袁隆平这位“中心”主任坐飞机花钱“抠门”，审批费用
更“抠门”。当初，“中心”建好分子实验楼装修铺地砖时，
经办人递交给他一份购物清单，他一看，一块600 x 600的地
砖单价50元，嫌太贵，便仔细询问怎么回事，经办人回答说，
分子实验楼搞实验时经常用化学溶液，而这种地砖防酸、碱，
防腐蚀，防滑，材料不一样，所以价钱就贵。袁隆平这才同
意购买。

读袁隆平故事有感篇八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享誉世界的“杂交水
稻之父”。他参加工作50多年来，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
胆创新、勇攀高峰，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及应用领先世界，
推广应用后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给难题，也为我国及世界
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学习袁隆平，就要学习他热爱祖
国、一心为民的坚定信念。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
厚的感情，他常说，“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
有祖国的，不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就不能成为
科学家。”自年轻时他就立志献身杂交水稻事业，并为之不
懈拼搏、顽强奋斗，始终把为国家解决好“民以食为天”问
题当作自己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50多年如一日，意志坚
定、锲而不舍。

学习袁隆平，就要学习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研作
风。“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
的路上。”这充分体现了他潜心实干的本色和求真务实的作



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这曾经是世
界经典著作中的“金科玉律”。袁隆平不迷信权威和书
本，20世纪60年代初，他从对“鹤立鸡群”稻株的观察中悟
出天然杂交水稻的道理，从而勇敢承担起杂交水稻研究的课
题，不畏艰难，反复试验，终于研究成功三系杂交水稻。袁
隆平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创新，带领我国杂交水稻科
技工作者又研究成功两系法杂交水稻，使我国的杂交水稻研
究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学习袁隆平，就要学习他淡泊名
利、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

上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相关材料毫无保
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
使三系配套得以很快实现。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863”项
目组开展攻关，提倡团结协作，很快获得了成果。他没有把
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作为自己的研究专款，而是组织起全国
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他还将所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颁发的科学奖和世界粮食奖等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
奖励基金，奖给为科研做出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袁隆
平不仅倾心解决中国粮食问题，而且长期关注世界粮食安全。
在他眼中，杂交水稻研究成果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他把“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作为毕生的追求，并
为之做出了极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