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大全6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你知道
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
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一

11月29日，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完成又一次脱贫攻坚部署
后，回到宿舍，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时年56岁。惊闻噩耗，
当地干部群众悲痛万分;时光流逝，“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
黄”“最美扶贫书记”等赞许在民间一直广为流传。这无疑
告诉广大党员干部，你做的一切，其实群众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
的夸奖。”“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古往今来，为官
者的勤与堕、廉与贪、优与劣，也许老百姓才最清楚、最明
白，他们往往会用自己的方式，把对一个官员的评价表达出
来。黄诗燕牺牲快一年了，当地群众还对其念念不忘，他说
的话，他做的事，当地群众还在口口相传，由此可见其影响
力之大，远超我们的现象，这样为民务实的好干部，他一定
会永远活在人民群众心目中。

为了群众脱贫，甘愿脱皮。大家都知道，富家好当，穷家难
当。据了解，黄诗燕担任县委书记之初，炎陵县顶着深度贫
困县、经济薄弱县、产业滞后县等一堆“落后帽子”。全县
贫困发生率达19.5%，农民人均收入2970元，是典型的老少边
穷地区。要让这样一个底子薄的贫困县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
如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让贫困群
众脱贫，黄诗燕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跑无电村，钻
土坯房，进“杉皮屋”，访贫问苦……经过8年多的努力，群



众的收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敢于担当，真情为民。一个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群众心里有杆秤。黄诗燕真情为民，他在群众心中的分
量自然不轻。比如，，炎陵县尚有1.49万户村民的住房存在
安全隐患。全部解决需投入6亿元，而炎陵当年财政收入仅7
亿元。“不能安居，怎么脱贫?”黄诗燕发“狠话”拍
板：“砸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一个如此敢于担
当的好干部，群众一定会永远把他铭记在心。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只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行
动上，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赞誉，让
群众永远记在心里。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二

在四面高山绝壁合围中，用双手凿出一条8公里长的公路，这
就是巫山人毛相林有诺必践的扶贫精神。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上午八点多，下庄村毛相林家的院坝
里热闹非凡，村民们有的忙着调电视频道，有的忙着搬来板
凳，不一会，板凳整整齐齐摆放在院坝中央。

“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毛支书领奖，对他来说，这个荣誉
实至名归，这是他个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下庄村的骄傲。”
村民彭仁松说，表彰大会结束后，大家久久不愿散去，你一
言，我一语，都在为毛相林高兴。

看到电视机里下庄村的全貌，以及多年前的修路场景一一展
现在大家眼前，村民们都激动不已。“记得那会儿修路的时
候，全村齐上阵，70多岁的老太爷都上了。”村民杨亨华指
着电视里的画面说，修这条路，他个人就占了总路程的八十
分之一，现在回想起来，一切还历历在目。

在院坝里观看现场直播的人中，不少参与过下庄修路过程，



这些年，克服了艰难险阻，修通了道路，下庄村村民们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了解，下庄村地处秦巴山腹地，四面绝壁，犹如坐落于一
个巨大的天坑之中，从坑沿到坑底的距离达1100米，将下庄
人牢牢困在里面。21年前，不甘心“坐井观天”的下庄人，
在时任村支部书记的毛相林的带领下，开始在绝壁上凿路。
如今，道路早已修通、硬化，加装护栏，下庄村连通了外面
的世界，迎来新生，同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也鼓舞着他们
向美好生活不懈努力。

“这些年，毛支书一心一意为村里，我们看在眼里，感激在
心里。”村民彭仁松说，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乡村
旅游的路上，毛相林会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迈进，大家也会紧
跟他的步伐，在致富的道路上团结奋进。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三

脱贫攻坚路：敢叫日月换新天！

世世代代的封闭和贫困，让下庄与外界脱节了许久，修通了
往外面世界的路，村民却还没有找到一条致富路。

毛相林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带领村民种漆树、发展蚕桑、养
羊……但因为下庄的海拔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缺乏经验
与系统的学习，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2014年，毛相林请来市县农业专家对下庄的海拔、土壤、
气候、水分、阳光等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分析，最后确定发
展柑橘、桃树、西瓜三大脱贫产业，养殖业方面，重点发展
生猪。

不仅在脱贫致富的路上毛相林“走”得很坚定，初中都没念
完的他，十分重视下庄下一代的教育。



早在1995年，时任村主任的毛相林便发动全体村民捐资、投
劳、捐材料，建起了土坯结构的教学楼。在绝壁上的天路通
车后仅两个月，毛相林就带领村民一口气把路修到了下庄村
小学。曾经的下庄村只有一个大学生，三个高中生，如今已
培养出三十几个大学生。

今天的下庄村，650亩的柑橘、100亩的脆李、100亩的桃
子、200亩的西瓜，水果经济四季不断，种小麦、种油菜，绿
色山货供不应求。

杨自芝：“现在的日子比以前过年都好！”

不等不靠，天路自己凿，不怨不哀，幸福自己找。

下庄人正是凭着这股劲头换来了峭壁变通途，穷窝变康庄，
而这也正是毛相林会被评为“时代楷模”，我们会被“下
庄”精神所感动的原因。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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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五

老下庄村坐落在巫山县竹贤乡的大山深处，四周高山绝壁合
围、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是名副其实的“天坑
村”，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外出只
有一条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到县城要走3天。

1995年12月，毛相林接任老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下
庄的闭塞和贫困成了压在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当时全县村
级干道建设规划是由易到难，下庄的路太艰险，未列入规划，
县上何时规划修路也不确定。但下庄人要想改变贫困，唯一的
“突破口”就是修通从“井底”到“井口”的公路。

看到过去封闭落后的邻村如今通了公路，家家电灯亮、户户
电视响，毛相林下定决心要带领村民修路，走出贫困。在全
村党员干部会上，毛相林对大家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
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
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

1997年冬，毛相林带领村民在“鱼儿溪”畔正式动工修路。
村民们个个腰系长绳，趴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的悬崖上打
炮眼，在悬崖峭壁上放炮，炸开一处处缺口，炸出“立足之
地”，稳步向前推进。

自修路以来，毛相林身上的担子最重，白天要翻山越岭到各
个工地巡查安全，晚上还要在工地上总结安排工作。为了早
日修通绝壁路，毛相林最长在工地驻扎了3个月没回家。

为了修路，毛相林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胶鞋，手上和脚上磨起
的血泡鼓了破，破了又鼓。到2004年，整整用了7年时间，毛
相林带领村民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在悬崖绝壁上抠出了
一条8公里长的“天路”，修通了人们盼望已久与外面世界沟
通的连接路、出行路，让村民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
望。



毛相林事迹的感悟百篇六

近日，中宣部授予毛相林“时代楷模”称号，他的感人事迹
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

“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着下庄人一锤一凿，凿通出山路，
现在又带领村民迈向致富路。这种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愚
公移山的坚韧精神，值得我们年轻干部学习。我们要为人民
群众做实事，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重庆市巫山县下庄
村驻村干部周勇说。

“学习了毛相林同志的事迹，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地
被打动。”重庆市南川区庙坝村第一书记宋建峰说，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从毛相林身上学到很多。在关键时刻，一定咬
紧牙关，冲锋在前，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重庆市巴南区圣灯山村扶贫干部谢志耕说，下庄人脱贫摘帽，
毛相林这个带头人起了重要作用。他要以毛相林为榜样，时
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重庆市綦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科长谢邦金说：“毛相
林是当代党员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认真学习他不等不靠、艰
苦奋斗的精神，引导退役军人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旭表示，激发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毛相林等下庄人不等不靠、
艰苦奋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