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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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篇一

玉树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中国青海省的一个藏传佛教圣
地。几年前，玉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给当地人民带来
了深刻的伤痛。然而，玉树人民并没有屈服于灾难，他们通
过团结和勇气重新建设家园，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心得
体会。以下是我对“玉树心得体会”主题的一些思考和感悟。

第一段：团结与互助

地震过后，玉树人民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然而，他们并
没有感到绝望，而是通过团结和互助来度过难关。玉树人民
相互帮助重建家园，搭建帐篷、提供食物和水源。他们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精神不仅在灾难中
显示出来，在平常生活中也同样存在。每年都有上千名僧侣
和信众聚集在玉树寺，传播佛教的教义。他们通过互助和团
结的方式，共同追寻内心的平和与智慧。

第二段：坚韧与勇敢

灾后的重建过程并不轻松，但玉树人民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
坚韧与勇敢。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抢修道路、重建房屋和学校，
恢复了当地的基本设施。他们不屈不挠地面对挑战，展现了
真正的勇敢。这种勇敢的品质激励着人们在困难时期继续前
进，无论遇到什么，都有能力战胜困境。



第三段：感恩与尊重

地震的创伤令人们更加领悟到珍惜生命的重要性。玉树人民
开始更加感恩并珍惜他们拥有的一切。每天早晨，他们都会
醒来并感谢上天给予的新的一天。他们尊重自然环境和生态
保护，因为他们了解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这种
感恩和尊重精神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决策，使他们更加
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第四段：向上向善

玉树人民深知深情，他们相信通过向上向善可以解决人类内
心的痛苦和困扰。由于佛教的影响，玉树人民普遍信奉善良
和慈悲。他们努力去除贪婪、愤怒和不耐烦的情绪，努力培
养宽容和平和的内心。在面对困难和痛苦时，他们将自己的
内心痛苦视为考验，并通过冥想和祈祷来寻求心灵的宁静和
释放。

第五段：共享喜悦

重建之路辛苦而漫长，但当玉树人民看到他们的家园日益恢
复生机，他们感到喜悦。他们共享这份喜悦，并将其扩散到
他们的社区和周围地区。他们一起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享受
彼此的公司和友谊。这种共享喜悦的精神让玉树人民更加强
大，并培养了他们心灵上的幸福感。

总结：

通过团结与互助、坚韧与勇敢、感恩与尊重、向上向善和共
享喜悦这五个方面的心得体会，玉树人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
意义。他们的经历充满了智慧、勇气和善良，是一个值得我
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生活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困境中保持积
极、勇敢和乐观的态度，如何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并通过团结与互助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篇二

玉树，位于西藏青藏高原东部，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和
自然资源的地方。早在公元七世纪，玉树就以其神秘的自然
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于世。然而，2008年的玉树地
震给这个美丽而受人瞩目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无数人
的生命和家园都被摧毁。十年过去了，玉树人民坚强不屈，
努力重建家园，他们的心得体会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段：玉树人民的韧劲与勇气

在地震发生后，玉树人民身处在丧失至亲和家园的巨大悲痛
之中。然而，他们没有放弃，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相反，
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韧劲和勇气。他们紧急搭建起临时住所，
开始重新生活；他们团结一心，互相帮助，共同努力重建城
市。玉树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
神，他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动力不但鼓舞了自己，也激励
着全国各地的人们。

第三段：玉树人民的守望相助

自古以来，玉树就是一个团结和睦的社区。在灾难面前，这
种互助精神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人们时刻保持着同仇敌
忾的情怀，他们为灾区捐款捐物，积极参与救灾工作。同时，
人们还互相帮助，共同完成重建工作。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
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一起忙碌在重建的事业中，他们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玉树人民的凝聚力和社区精神。

第四段：玉树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玉树是一个拥有独特自然生态环境的地方，而地震给这里带
来了巨大的破坏。然而，地震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自然环境
的珍贵和保护的重要性。玉树人民在重建工作中积极倡导环
保理念，加强了生态保护。他们倡导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城市修建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
恢复和保护。通过这些努力，玉树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新的城市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第五段：玉树重建的成功与启示

经过十年的努力，玉树已经基本完成了重建工作。这个美丽
的地方重新焕发了生机，人们重新获得了希望和幸福。然而，
灾难与重建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温暖，
也让我们意识到生活中的责任与担当。玉树人民在经历了巨
大挫折和苦难之后，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韧劲，他们的坚持
和努力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成功，也给了全国人民很深刻的启
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只有心怀勇气和希望，才能战胜
一切困难。

总结：

玉树地震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灾难，但是玉树人民的坚韧与勇
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韧劲、团结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他们的成功不仅将玉树重
新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地方，也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树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坚持不
懈，心怀希望，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创造美好的未来。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篇三

国旗再次为遇难同胞而降，同样深重的哀痛，但传递着更多
的信心：国家对生命的尊重已经形成了制度性安排。这一次
的举国哀悼，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众望所归，是
政治文明的制度结晶。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势必更加
激发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中。

今天，4月21日，青海玉树地震第七日，这是一



个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日子，这是一个庄重而肃穆的日子。

今天，我国为遇难同胞举行全国哀悼活动，以国家的名义，
向每一位不幸遇难的同胞表达哀悼，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
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举
国哀悼，这是国家对逝者的祭奠、对生者的告慰，这是国家
的最高礼遇，这是最庄严的仪式。

在那一刻，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尊严，读出了国家对生命的尊
重，也读出了一个国家的坚强和自信―――举国悲伤的背后，
站立着公民尊严；每个公民的背后，站立着整个国家。

这一次，国旗再次为遇难同胞而降，同样深重的哀痛，但传
递着更多的信心：这表明，国家对生命的`尊重已经形成了制
度性安排。如果说，的哀悼日是一种突破，是对国旗法条款
的激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明
确写道，“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
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那么，这一次的举国
哀悼则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众望所归，是政治文
明的制度结晶。

支撑这种国家哀悼的自觉的，是融入国家血液的生命至上理
念。我们记得，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在灾难发生后的第
一时间内，国家就集结各种力量加紧救援，“第一还是救
人”，“早一秒钟就可能救活一个人”“要切实解决好灾区
学生复课问题”，“要加强对次生灾害的预防”……救援大
军不舍昼夜的搜救，更进一步强调了尊重生命的深刻含义。
玉树地区处于高海拔、高寒地区，缺氧、昼夜温差大，救援
难度极大，不少救援人员因而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但他
们“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救人”，即便过
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仍然最大程度地救人。无论竭尽全力
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对生还者用制度善意加以
保障，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



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不仅
唤起了国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还势必更加
激发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从而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
中。在汶川地震中，国人和衷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一
次次迸发，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提升，在这背后正是因为国
家对生命更加尊重。正如有论者所称，“一个能够出动十多
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上百亿的国家，
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
远不会被打垮……”从汶川到玉树，不同的是地震的级别，
相同的是众志成城，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彰显和发扬。

尊重生命未有穷期，国家大爱没有穷期。在尊重生命的旗帜
下，公民的各项权利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捍卫，这个社会必然
前途无量，国家所传承的价值一定亘古永存。玉树不倒，青
海长青。让我们向每个逝者默哀，向生者致敬，让我们一起
期待每个公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篇四

灾后重建，百废待兴；千日奋战，路在脚下。

灾后恢复重建需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充分发挥灾区人
民的主体作用。从“5·12”山崩地裂的那一刻起，四川便进
入了一个极为特殊而关键的时期。自强自立自救的精神与坚
定坚强坚韧的意志相互激励，我们勇敢地从地震废墟中站起
来，强忍悲痛，自救互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从
灾难中学习，从灾难中汲取信心，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一
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把抗震救灾精神转化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强意志，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加
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强大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村民喊出了灾区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
灾后美好新家园的共同心声：“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
胜”！带着泥土和草根的芳香，两条朴实无华的标语展现出
灾区人民昂扬向上、自强不息、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精神
状态。

灾区人民是抗震救灾精神的创造者。大灾之后的恢复重建，
是一个原地起立的过程，是一个发展起跳的过程，既具有抗
震救灾普适的共性，也具有从灾区实际出发的鲜明个性。抗
震救灾的精神取向，应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行为和社会
实践中得到张扬。青川农民的两条标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
到，汶川大地震，震出了亿万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
震出了灾区人民的坚强意志，更激发了灾区人民用自己的双
手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的创业精神、拼搏精神、英雄精
神和科学精神。

两条标语——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灾后恢
复重建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灾区急需恢复的基础设施和灾区群
众急盼回归的日常生活，还要以长远的眼光、人性的视角、
科学的举措，谋划灾区未来的持续发展。作为一场攻坚战，
不能没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总动员；作为一场持久
战，不能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主创业。走进今
日灾区，田坎上，河滩头，公路旁，到处可见自搭自建的过
渡安置房，到处可见灾区群众不等不靠、重建家园的忙碌身
影。废墟上站起的四川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都
有一种共同愿望，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住恢复重
建的机遇，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机制，培植自我再生的
造血功能。

两条标语——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
拼搏精神。山高水急的巴蜀大地培育了四川人民敢为人先、
智慧包容、自强不息、坚韧奋进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四川人
民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独特品格。在这次地震灾难中，四
川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表现出无比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百
折不挠的精神。山垮了，路毁了，水断了，房塌了，粮没了，



但灾区人民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倒。他们知道，危急
时刻，生死关头，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不抛弃，
不放弃”；“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从灾
难中活下来的灾区人民更加懂得吃苦耐劳，更加懂得拼搏求
生，更加懂得感恩图报。用灾区群众的话说：双手在，希望
就在；脚踏实地，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两条标语——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精神。汶川地震灾
难彰显四川人民的英雄本色：越是苦难越是坚强，越是苦难
越是团结，越是苦难越是奋进。山摇地动间，9岁的小学二年
级学生林浩从废墟上爬出来，奋力救出两个同学；三岁多的
郎铮从废墟中被抱出来时，一个敬礼感动中国；埋在废墟下
的女孩邓清清打着手电筒看书，这一幕感动世界——他们的
原生态行为，传承着一种大无畏的“川军精神”。一个外国
记者在绵竹灾区采访，亲眼看到失去房屋、家人和财产的农
民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认为“中国农民是人类的一座丰
碑”。青川农民的两条标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
种不弯腰、不低头、不服输的英雄精神。

两条标语——一种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科学精神。汶川大
地震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也让我们更加清楚
地认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人生在世，要让自己的血
肉之躯得以保存，更要用自己的双手做事。面对地震灾难，
逝者已去，活下来的人不但要挺起脊梁，奋起工作，而且要
努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与自然
和谐共生，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穿越灾难，重建家园，
灾区人民更加懂得珍惜生命，更加懂得尊重科学，更加懂得
求真务实。灾后恢复重建，任何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都是对
人民的犯罪，必须坚决杜绝。

青川农民的两条标语，让我们看到了灾后重建的美好明天！



养多肉的心得体会篇五

玉树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化资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游览玉树的过程中，我深感
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以下是我对玉树的心得体会。

首先，玉树的自然风光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城市座落在青藏
高原的边缘，拥有雄伟壮丽的群山和清澈见底的河流。在玉
树的辖区内，还有世界第三大可可阿日山雪峰的身影。我在
登山中，真切地感受到了高山的壮美以及天空的广阔。在山
水交融的景色中，我仿佛置身于仙境中，心旷神怡，忘却了
尘世的烦忧。

其次，玉树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藏
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玉树保存着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玉树的寺庙，我收获了宁静和从容。僧人们以虔诚的心灵
诵经念佛，使我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智慧与力量。在玉树的
博物馆中，我了解到了藏族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手工艺品，让
我对这个民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文化遗产展示了玉树
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也为我带来了深远的思考。

第三，玉树的民风淳朴让我感动。与其他大都市相比，玉树
的人们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当我走在玉树的街
头巷尾时，我发现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友善和热情。他们善良、
真实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参观了一些村落，
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他们虽然生活条
件艰苦，却总是乐观向前，这种精神令人钦佩与感动。这种
淳朴的民风使我感到心灵上的净化和安慰。

第四，在玉树的旅行中，我也体验到了当地独特的美食。玉
树的美食以清淡、香辣、酸甜而著称。我品尝到了如蒸羊羔、
冷点牛肉、酥油茶等传统特色菜肴，无不让我口齿留香、回
味无穷。这些美食不仅展示了玉树的饮食文化，也给我带来
了关于美食和生活的思考。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我和当地人



一起分享了快乐和幸福。

最后，玉树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西部地区的
重要中心城市，玉树的变化令我惊喜。随着经济的发展，玉
树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城市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在玉树的
商区，我看到了高楼林立、繁华鳞次栉比的场景，感受到了
城市的活力和发展势头。这种崭新的玉树令人愉悦，也让我
对未来充满期待。

总而言之，游览玉树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这个旅程中，我
不仅欣赏到了玉树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感受到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淳朴的民风，品尝了独特的美食，同时也被城市的发
展给深深地震撼。这次旅行让我了解到了玉树作为一座城市
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也让我对自然、文化和人情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