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精
选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大家想知道怎么样
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
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篇一

“三来”并举凝聚组织振兴的“强磁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三农”
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
攻坚战，研究部署了2020年“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加
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农村基层党组
织“磁场”强不强、“两委”干部能力素质行不行、战斗堡
垒作用显不显，直接关系到“三农”发展好不好、产业旺不
旺、农民富不富、村容美不美、环境优不优，检验着乡村振
兴的“颜值”“气质”“内涵”等关键“成色”。组织振兴
作为“三农”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要发挥党组织的“强磁
场”作用，坚持既“喜新”也“爱旧”，吸引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乡村治理，走出一条“不忘本来、吸纳外来、面向未
来”的组织振兴之路。

不忘本来，用好“乡贤”，挖掘本土资源。美不美家乡水，
亲不亲故乡人。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弘扬乡贤
文化，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乡土乡亲乡情——这些字眼是
中国人割不舍、剪不断、融不掉的精神纽带，乡村振兴无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离不开亲情的书写、血脉的共融、
家乡的温度。我们要注重打破地域、身份、行业限制，善于
发现乡贤、引导乡贤、培育乡贤、选树乡贤，充分盘活本乡
本土资源，想方设法地邀请那些“群众信得过、服务有本事、
治理有办法”的乡村“五老”“田秀才”“土专家”和经商
能人回归故里、发挥所长、反哺家乡。大力吸纳优秀乡贤向
党组织集聚靠拢，支持他们进入村“两委”、村湾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或竞选“两代表一委员”，发挥他们“连心
桥”“粘合剂”作用，用拉家常、谈乡俗、讲道理的方法，
参与土地流转、信访维稳、平安建设等基层治理工作，做通
村民思想，化解邻里纠纷，创新“党建+乡贤治理”新路径。

吸纳外来，解好“乡愁”，培育骨干力量。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催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人才
外流严重，村干部年龄老化、能力弱化、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等问题较为突出。紧盯矛盾问题，要加强村(社区)后备干
部队伍建设，拓宽后备干部选拔渠道，加大青年党员发展力
度，聘请县(区)、乡(镇)、村(社区)各级导师“传帮带”，
做到在政治上关心、思想上关注、生活上关怀，帮助他们尽
快熟悉村级事务，提高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为他们搭建起
从村特设岗位、村“两委”班子再到村党组织书记的完整成
长链条，为他们扎根基层留人、留心、留绩创造条件。充分
发挥党员志愿者带动作用，组织外派单位驻村干部、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员等成立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免费诊疗、清运
垃圾、维护治安、秸秆禁烧、森林防火、防盗巡视和关爱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等活动。把后备干部、驻村干部、党员志
愿者“孤掌难鸣”的“微能量”汇聚成“一个好汉三个帮”的
“大气场”，解决组织振兴的“忧”与“愁”。

面向未来，谋好“乡兴”，共享发展成果。围绕新产业、新
业态，提前谋划和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提高片区党
委建设和社会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率。因地制宜组建区域综
合党委，以乡镇(街道)大党委为统领，区域综合党委为主体，
统筹区域内各类工作力量，依托党组织的有效管理，整体推



动辖区内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通、互帮互助、抱团发展，打造
“党建引领、组织共建、发展共谋”的农村区域化发展格局。
广泛搭建商会、联谊会、乡贤会等平台，积极探索同乡企业
家联盟、红色工作队、乡镇顾问团等“党建+”新模式，为乡
村集体产业搭台子、指路子、提点子，带领村民抢机遇、兴
产业、拓富路，切实将人脉优势、智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篇二

“标”“本”兼治 出准脱贫制胜“杀手锏”

2月5日，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7个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要强化
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
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国扶贫史上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年。确保如期全面完成“摘帽”
任务，要坚持不懈、一鼓作气，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任务。
脱贫制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当下，更应全面梳理排查出扶
贫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高度重视、坚决克服，对症下药、
狠抓落实，为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脱贫答卷。

一是当前存在的“不干，我不脱贫”式“懒汉闹剧”，扶贫
被少数人当成了“福利”，部分领导干部急着摘掉“贫困
帽”，贫困户却想守住自己贫困的身份，如此这般，使得扶
贫工作难上加难。二是数字至上的“跟猪较劲”式脱贫验收，
脱贫工作好不好，全看档案表格填的达不达标，不同批次的
检查组带着不同的考核指标做“验收”，“搞”得扶贫干部
苦不堪言。一个“根本”问题，一个“标准”问题，解决关
键还得在“谋事”上下功夫。

摒弃扶贫“速效”思想，培养“志与智”内生动力，打



开“懒汉”心结，从源头上解决争当“贫困户”问题。虎瘦
雄心在，人穷志不穷，不怕扶物质贫，就怕贫困户精神上
的“穷”。对于扶贫干部而言，物质脱贫是做好扶贫工作的
一方面，要治好基层“懒汉”的“等靠要”思想，还得专注
于贫困户的精神脱贫。前段时间昭通市镇雄县某村委发布一
则关于某贫困户拒绝签字脱贫的通报，一时刷爆朋友圈，引
发舆论热议，通报里的贫困户其实早已达到脱贫标准，却
以“不干，我不脱贫，我什么都没得到”为由拒绝签字认可。
脱贫有限的“资源”耗费在这类无脱贫志气的“懒汉”身上，
让扶贫工作变得更加艰巨，脱贫收官也更加坎坷。

扶贫要“扶志”，脱贫要“脱懒”。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之所以出现扶贫扶不起来，原因可能就出在扶的“姿
势”没弄对。“干部干，群众看”，如此扶贫，干部
一“走”，群众岂不是“干瞪眼”?所以不能仅仅专注于低头
弯腰帮群众“挥锄头”，关键是要带动群众一起“挥”，教
会群众方法，搞懂怎么“挥”才能种出好庄稼、获得好收益。
思想不转弯，脱贫不过关，精准施策到个人，找准懒汉懒根，
用好“扶贫政策”这把双刃剑，多与群众交交心，花点功夫
量身打造“懒病秘方”，找对了法子才能药到病除。

挥好脱贫考核“标准棒”，给足群众与干部“话语权”，及
时纠正验收指标中“维数字论”偏差。脱贫验收中，“一头
猪，该如何计算收入”，这类“跟猪较劲”式的验收标
准“模糊不清”、操作执行“方式不一”问题，是现阶段基
层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又一“无奈”。扶贫专注于填表格、
填app、整档案，数据成为了评判扶贫成绩的一把“歪尺”，
部分干部纷纷倒苦水“还不如让我去给群众办点实事”。实
际上部分地方反映，各级检查组在扶贫验收中用不同的标准
来验收，脱贫没有一个统一可行的标准，各种标准过于细化，
导致干部们不得不埋头于整理各项数据力求达到指标，由此
陷入机械化、片面化，于脱贫制胜实属无益。

检查合不合格、收入达不达标，还得问问“老乡”。扶贫数



据固然能让扶贫效果“一目了然”，但若紧盯数据不给干部
和群众道问题说成绩的“话语权”，何来真脱贫、脱真贫?要
明晰检查标准，破除验收指标上的模糊地带，不能让扶贫干
部不是在填写表格就是在整理数据的路上，基层减负要切实
用在脱贫攻坚战役上，要让扶贫干部“解放”办公桌、电脑
面前的双手，把“辛苦”用在群众身上。成绩好不好，数字
说了不算，老百姓和实效才是“硬杠杠”!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篇三

“三来”并举 凝聚组织振兴的“强磁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三农”
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
攻坚战，研究部署了2020年“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加
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农村基层党组
织“磁场”强不强、“两委”干部能力素质行不行、战斗堡
垒作用显不显，直接关系到“三农”发展好不好、产业旺不
旺、农民富不富、村容美不美、环境优不优，检验着乡村振
兴的“颜值”“气质”“内涵”等关键“成色”。组织振兴
作为“三农”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要发挥党组织的“强磁
场”作用，坚持既“喜新”也“爱旧”，吸引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乡村治理，走出一条“不忘本来、吸纳外来、面向未
来”的组织振兴之路。

不忘本来，用好“乡贤”，挖掘本土资源。美不美家乡水，
亲不亲故乡人。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弘扬乡贤
文化，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乡土乡亲乡情——这些字眼是
中国人割不舍、剪不断、融不掉的精神纽带，乡村振兴无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离不开亲情的书写、血脉的共融、
家乡的温度。我们要注重打破地域、身份、行业限制，善于
发现乡贤、引导乡贤、培育乡贤、选树乡贤，充分盘活本乡
本土资源，想方设法地邀请那些“群众信得过、服务有本事、
治理有办法”的乡村“五老”“田秀才”“土专家”和经商
能人回归故里、发挥所长、反哺家乡。大力吸纳优秀乡贤向
党组织集聚靠拢，支持他们进入村“两委”、村湾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或竞选“两代表一委员”，发挥他们“连心
桥”“粘合剂”作用，用拉家常、谈乡俗、讲道理的方法，
参与土地流转、信访维稳、平安建设等基层治理工作，做通
村民思想，化解邻里纠纷，创新“党建+乡贤治理”新路径。

吸纳外来，解好“乡愁”，培育骨干力量。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催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人才
外流严重，村干部年龄老化、能力弱化、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等问题较为突出。紧盯矛盾问题，要加强村(社区)后备干
部队伍建设，拓宽后备干部选拔渠道，加大青年党员发展力
度，聘请县(区)、乡(镇)、村(社区)各级导师“传帮带”，
做到在政治上关心、思想上关注、生活上关怀，帮助他们尽
快熟悉村级事务，提高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为他们搭建起
从村特设岗位、村“两委”班子再到村党组织书记的完整成
长链条，为他们扎根基层留人、留心、留绩创造条件。充分
发挥党员志愿者带动作用，组织外派单位驻村干部、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员等成立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免费诊疗、清运
垃圾、维护治安、秸秆禁烧、森林防火、防盗巡视和关爱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等活动。把后备干部、驻村干部、党员志
愿者“孤掌难鸣”的“微能量”汇聚成“一个好汉三个帮”的
“大气场”，解决组织振兴的“忧”与“愁”。

面向未来，谋好“乡兴”，共享发展成果。围绕新产业、新
业态，提前谋划和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提高片区党
委建设和社会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率。因地制宜组建区域综
合党委，以乡镇(街道)大党委为统领，区域综合党委为主体，
统筹区域内各类工作力量，依托党组织的有效管理，整体推



动辖区内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通、互帮互助、抱团发展，打造
“党建引领、组织共建、发展共谋”的农村区域化发展格局。
广泛搭建商会、联谊会、乡贤会等平台，积极探索同乡企业
家联盟、红色工作队、乡镇顾问团等“党建+”新模式，为乡
村集体产业搭台子、指路子、提点子，带领村民抢机遇、兴
产业、拓富路，切实将人脉优势、智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篇四

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文件指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21世纪以来的第18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深刻强调了“三农”问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广大基
层干部应深刻认识到“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响应国家号召，
顺应发展形势，以“三浓”情怀绘就“三农”画卷。

以“浓挚真意”勾勒神韵，绘就乡村发展“水墨画”。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三农”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工作，作为乡村发展的“先锋
队”和“排头兵”，基层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意识主动，扛
起政治责任，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坚定“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决心，树立“建功必须有我”的志向，主动把
乡村振兴的职责使命记在心上、扛在肩上，加强党对农村工
作的全面领导，推进政策的稳定衔接，保证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以“浓厚新意”纵笔挥洒，绘就乡村振兴“重彩画”。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关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发展全局。基层干部要
善于更新知识体系，敢于跳出思维定势，对标对表新发展要
求，在思路上创新;要契合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改革，用新模



式畅通大循环，在机制上创新;要发展多元融合业态，发掘特
色资源优势，将先进经验与乡村实际相结合，盘活产业动力
源，在产业上创新，以创新举措推进乡村振兴，加快补
齐“三农”现代化短板。

以“浓浓情意”细致描画，绘就乡村治理“工笔画”。乡村
治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不能一刀切，只
有下足绣花功夫才能将上级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彻底拔除穷
根。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网格化推动“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的转变。基层组
工干部要秉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把人民放在“心头”
最高位置，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治理模式，运用多种
手段，促进资源融合，发挥整体合力，实现乡村治理管理精
细化、服务精准化、治理精品化。

“三农”工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盘”，是经济增长的“压
舱石”，是民生福祉的“命根子”。基层干部应以“三浓”
情怀积极绘就“三农”画卷，让乡村振兴从美好的理想愿景
逐步成为幸福的现实图景!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心得体会篇五

“标”“本”兼治出准脱贫制胜“杀手锏”

2月5日，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7个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要强化
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
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国扶贫史上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年。确保如期全面完成“摘帽”
任务，要坚持不懈、一鼓作气，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任务。
脱贫制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当下，更应全面梳理排查出扶



贫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高度重视、坚决克服，对症下药、
狠抓落实，为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脱贫答卷。

一是当前存在的“不干，我不脱贫”式“懒汉闹剧”，扶贫
被少数人当成了“福利”，部分领导干部急着摘掉“贫困
帽”，贫困户却想守住自己贫困的身份，如此这般，使得扶
贫工作难上加难。二是数字至上的“跟猪较劲”式脱贫验收，
脱贫工作好不好，全看档案表格填的达不达标，不同批次的
检查组带着不同的考核指标做“验收”，“搞”得扶贫干部
苦不堪言。一个“根本”问题，一个“标准”问题，解决关
键还得在“谋事”上下功夫。

摒弃扶贫“速效”思想，培养“志与智”内生动力，打
开“懒汉”心结，从源头上解决争当“贫困户”问题。虎瘦
雄心在，人穷志不穷，不怕扶物质贫，就怕贫困户精神上
的“穷”。对于扶贫干部而言，物质脱贫是做好扶贫工作的
一方面，要治好基层“懒汉”的“等靠要”思想，还得专注
于贫困户的精神脱贫。前段时间昭通市镇雄县某村委发布一
则关于某贫困户拒绝签字脱贫的通报，一时刷爆朋友圈，引
发舆论热议，通报里的贫困户其实早已达到脱贫标准，却
以“不干，我不脱贫，我什么都没得到”为由拒绝签字认可。
脱贫有限的“资源”耗费在这类无脱贫志气的“懒汉”身上，
让扶贫工作变得更加艰巨，脱贫收官也更加坎坷。

扶贫要“扶志”，脱贫要“脱懒”。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之所以出现扶贫扶不起来，原因可能就出在扶的“姿
势”没弄对。“干部干，群众看”，如此扶贫，干部
一“走”，群众岂不是“干瞪眼”?所以不能仅仅专注于低头
弯腰帮群众“挥锄头”，关键是要带动群众一起“挥”，教
会群众方法，搞懂怎么“挥”才能种出好庄稼、获得好收益。
思想不转弯，脱贫不过关，精准施策到个人，找准懒汉懒根，
用好“扶贫政策”这把双刃剑，多与群众交交心，花点功夫
量身打造“懒病秘方”，找对了法子才能药到病除。



挥好脱贫考核“标准棒”，给足群众与干部“话语权”，及
时纠正验收指标中“维数字论”偏差。脱贫验收中，“一头
猪，该如何计算收入”，这类“跟猪较劲”式的验收标
准“模糊不清”、操作执行“方式不一”问题，是现阶段基
层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又一“无奈”。扶贫专注于填表格、
填app、整档案，数据成为了评判扶贫成绩的一把“歪尺”，
部分干部纷纷倒苦水“还不如让我去给群众办点实事”。实
际上部分地方反映，各级检查组在扶贫验收中用不同的标准
来验收，脱贫没有一个统一可行的标准，各种标准过于细化，
导致干部们不得不埋头于整理各项数据力求达到指标，由此
陷入机械化、片面化，于脱贫制胜实属无益。

检查合不合格、收入达不达标，还得问问“老乡”。扶贫数
据固然能让扶贫效果“一目了然”，但若紧盯数据不给干部
和群众道问题说成绩的“话语权”，何来真脱贫、脱真贫?要
明晰检查标准，破除验收指标上的模糊地带，不能让扶贫干
部不是在填写表格就是在整理数据的路上，基层减负要切实
用在脱贫攻坚战役上，要让扶贫干部“解放”办公桌、电脑
面前的双手，把“辛苦”用在群众身上。成绩好不好，数字
说了不算，老百姓和实效才是“硬杠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