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陈温福团队 学习童秉纲院士精神心
得体会(汇总8篇)

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可以确保员工在工作中做到责任明确、
分工合理。岗位职责的制定应考虑到员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路径，为员工提供成长和晋升的机会。请大家仔细研读以下
范文，深入了解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和要点。

陈温福团队篇一

童秉纲的科研工作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开启，当时他已经45
岁了。几经起落的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以一种更为专注
的态度，埋头科研，致力于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从1974年起，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童秉纲先后协助航天五
院、航天二院、航天一院等机构解决了一系列对卫星回收舱、
导弹动态稳定性导数的计算方法问题，为我国侦察卫星、反
导弹、洲际导弹等战术、战略导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1979年，童秉纲以个人之力完成的“卫星回收舱（短钝锥）
再入的压力分布与动导数计算方法”和“椭圆钝锥动导数计
算方法研究”两个项目获得了国防科委科技成果奖四等
奖；1987年，童秉纲关于战术导弹动导数计算方法的研究获
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1年，年逾半百的童秉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第一批
博士生导师，这意味着他学术生涯延长了，可以到70岁再退
休。

1984年至1985年，童秉纲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本打算只
是出去“见识”一下的他，却意外地迎来了科研黄金期。

在美国访问时，童秉纲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吴耀祖教授处，了



解到生物运动力学这一前沿学科分支，回国后便开始了该领
域的研究。

他与程健宇、庄礼贤首次提出了模拟鱼游三维流动效应
的“三维波动板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当时该领域最重
要的进展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批准的“863”高技术计划中提到要发
展航天技术，希望开展“天地往返系统”的高技术研究，这
调动了空气动力学科研、设计和教学人员的积极性。

1987年，童秉纲提出了在北京成立“空气动力学科研点”的
建议。1988年，空气动力学实验室成立。之后，童秉纲在非
定常流与涡运动的若干问题和航天器气动加热的气动热力学
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1990年，童秉纲主编了《非定常流与涡运动》一书，至今，
这本教材出版已有20多年，在读者中仍享有盛誉。

，童秉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回顾一生，童秉纲用十六个字进行了总结：逆境很长、服务
很多、很晚创业、小有成就。

他25岁第一次站上讲台，从教数十年，为教育奉献了大半人
生；

他45岁开始科研之路，却一路走了数十年，结下累累硕果。

人生不为自己设限，才能不被时间所困，童秉纲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为后辈树立了榜样！



陈温福团队篇二

“通过向朱有勇学习，使我们的教师更加坚定立德树人的初
心;使我们的师生更加坚定强农兴农的决心;使我们更加坚定
脱贫攻坚的信心。”云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吴伯志认为，涉
农高校要做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
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12年前，黄惠川还是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大三学生，当时他被
朱有勇一句“我是一个农民教书匠，不会坐着说话”深深打
动，他考入云南农业大学，师从朱有勇攻读硕士、博士。如
今的黄惠川成为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将“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继续传递。

“为了能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技成果真正应用到田间地头，
朱有勇院士把家安在了偏远的小山村，带着我们一起学拉祜
话、唱拉祜歌，穿着迷彩服、绿胶鞋和老百姓一起同吃同住
同劳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尊重和爱戴。”黄惠川说，
朱有勇将团队研发多年的林下有机三七种植关键技术无偿给
当地农户和群众使用，唯一的条件是“不用一颗化肥、不打
一滴农药、收益的15%要用于扶贫公益事业”。而这15%，正
是本应属于朱有勇的技术股份。

“朱有勇院士不为自己、也不在乎什么回报，他只希望能将
科研成果真正应用推广到田间地头，能够帮助老百姓实现脱
贫致富，帮助老百姓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才是我们
农业科技人员应该有的最高追求。”黄惠川说。

“我是去年从北京来到了云南，也是一名支持西部的建设者，
朱有勇院士的先进事迹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昆明理工大学
国土资源工程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吴顺川认为，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大地上，这才是科技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情。



“我将始终坚持‘民政爱民、民政为民’理念，聚焦特殊困
难群体，服务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社会治理
创新。”云南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工作人员
和敬韡表示，朱有勇院士的事迹激励着自己，自己将把民政
服务对象的所想、所需放在首位，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力量积
极参与，为民政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
的服务，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陈温福团队篇三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群众作出的
庄严承诺，也是对所有扶贫工作者吹响的进攻号角。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我们需要更多
的“朱有勇”。

朱有勇，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
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他致力农
业科学研究，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
个“会种庄家的农民”，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忠
诚践行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成为人
民群众心中最美的“农民院士”。

为民谋福，他有着强烈的担当精神。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要
有担当，他说：“既然是扶贫，当然要到最穷的地方去。”
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任务，带领村
民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把所有的精力都
用在了科技扶贫上，在大山深处“最穷的地方”洒下一名老
党员的血汗。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
质，也是我们党能够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原因。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必须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脱
贫攻坚决胜时期，更是呼唤着共产党人的担当。我们要积极
学习朱有勇院士的担当精神，切实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责任。



脱贫攻坚，他有着强烈的实干精神。面对贫困，朱有勇并没
有丝毫犹豫，以实际行动开展科技扶贫。他立足贫区实际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为云南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培养了1000余位科技致富带头人。他扎根边疆，
深入村村寨寨，跑遍田间地头，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
劳动，把科研论文写在了大地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
实干才能给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实干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实
践品质和先进本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我们
要积极学习朱有勇院士的实干精神，把所有对未来的希冀凝
练在双手之间。

作为奋进新时代的一份子，我们都要积极学习朱有勇院士先
进事迹和担当实干的崇高精神，投身建设国家的伟大事业，
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深入学习朱有勇脱贫攻坚精神心得体会3

朱有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55年11月出生，云南个旧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主席。作为一名农业专家，他扎根云岭大地，奉献
三农事业，始终恪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科学技
术改变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落后面貌。

近5年，朱有勇在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躬耕山野科技扶
贫，让上千农民学会冬季马铃薯、林下三七等种植技能，带
动了一批深度贫困中的拉祜族群众脱贫致富。，中国工程院
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开始结对帮扶澜沧县。年
富力强的“60后”院士朱有勇选择到距昆明近600公里的澜沧
县竹塘乡蒿枝坝科技扶贫，他和团队利用科技创新的“利
器”，确定了“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脱贫致富模式：构
建冬季马铃薯优质高产新技术，院士、专家和公司抱团帮助
农户解决技术、物资及销售方面的问题，农户专心学技术搞
种植，为每户增加收入2500元到7000元;坚持“不准施用一粒
化肥，不准使用一滴农药”的品质控制标准种植林下有机三



七，探索出一条依托科技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之路，促进农户大幅增收……实现了从深度贫困的“民族直
过区”到“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县”的跨越。

“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
金、发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朱有勇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农民
院士”。作为扶贫干部，我们要向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学习，
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的生动实践，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陈温福团队篇四

朱有勇同志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以选择在科研院所工作，
但是他却主动投身到脱贫攻坚中来，用科技为脱贫攻坚“助
力”，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迅速的走出贫困。他坚守共产党
人的奋斗底色，手把手地教当地村民种地，不怕苦和累，全
身心的投入到脱贫事业上，他长期驻扎在脱贫一线，只要是
群众需要的技术和指导，他都是一一作答，通过几年的努力，
每亩地收入可达到近万元，让当地的群众顺利实现了脱贫，
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更是脱贫战场上的“冲锋者”，面
对困难，他百折不挠、屡次在田间地头开展科研工作，就是
想找到贫困地区最适合种植的植物，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休
息过，都是同群众一起，勤于耕种。他是群众心目中的“农
民院士”，更是他们心中最值得信赖的人。朱有勇同志用科
技改变了贫瘠的山村，甘于奉献、忠诚为民，用实际行动点
亮初心，践行使命，为脱贫事业奉献自己的毕生所学，坚持
因地制宜、精准开方，是名副其实的“时代楷模”。

情系“三农”，扎根边疆，服务人民，这是他的真实写照。
朱有勇同志致力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他深知科技的力量
是强大的，只要找准病症，就能实现有效的增收。他用科技



改了困难群众的生活，他被群众亲切的誉为“教书匠”，群
众对朱有勇同志心怀感激，他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榜样，
我们要坚定的向朱有勇同志学习，成为移民有担当、有胆识、
有作为的共产党员，为脱贫事业注入活力源泉。

朱有勇同志虽然已经65岁了，本可以颐养天年，但是他却放
心不下在水深火热中的困难群众，他坚持免费给老百姓使用
种植技术，也把自己获得的科学奖学金捐献，只为让困难群
众或者更多的技术，他用科技为脱贫“助力”，他的大爱必
将激励更多的脱贫攻坚干部在一线埋头苦干，让脱贫成效经
得起考验。

陈温福团队篇五

近一段时间，朱有勇的先进事迹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后，
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
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
物病理学专家。他学农爱农为农，四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致力
于科技示范扶贫、教育培训扶智等，带领澜沧直过民族“拉
祜族”农民走上生态脱贫致富之路、绿色发展之路。

蒿枝坝村是一个以拉祜族为主的边境“直过民族”小村寨，
那里地处热带雨林区，温度高、日照长、水资源丰富，人均
可利用土地多、种植条件好。但因为没有技术、没有产业，
当地群众素质型贫困问题突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并没有利用
起来。，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60岁的朱有勇到这儿
长期驻村，他和团队在当地推广冬季马铃薯无公害超高产技
术，手把手教村民如何种、如何卖;带领团队根据三七的生长
发育自然规律，模仿三七生长的环境创立仿生技术，最终克
服了连作障碍;开设马铃薯种植、林下三七种植、畜禽养殖、
中草药材种植等培训班，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理论、教生
产，手把手地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5年来，朱有勇带
领团队用科技力量改变当地贫困面貌，成为全国科技扶贫的



典范。

朱有勇说，“我不过是一名农民院士，农民在前，院士在
后”。我们要学习朱有勇科技扶贫的先进事迹和忠诚担当的
崇高精神，积极投身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把工作干在贫困群
众的心坎上，用切实的行动帮助困难群众脱贫增收，早日让
各族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陈温福团队篇六

“让农民过好一点”是朱有勇的初心，而“农民院士”是各
族群众和社会各界给朱有勇最亲切、最贴切的“昵称”。朱
有勇22岁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从此便与“三
农”结下情缘;朱有勇2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便烙上了共
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留学澳大利亚，任国家农业生物多样
性工程中心主任、博导，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获得国际农业磋商组织优秀成果奖、云南省自然科学研究一
等奖等国际、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14项，主持完成863、国
家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发展银
行及省部级项目20余项，研发技术累计推广面积1亿余亩……
太多学术和科研贡献，太多头衔与荣誉光环，但朱有勇没有
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脱贫攻坚最前线作为他的新战场。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60岁之前的朱有勇已经在科研上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60岁之后的他主动请缨到云南省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扶贫。为了交流，他从头学习拉祜话;为了“扶志”，
他进村入户去动员;为了“授渔”，他他挽起裤脚，直接跪在
田地里示范种植;为了“扶智”，他先后收了1500个农民学生。
蒿枝坝组寨子是他的“工作站”，迷彩服是他的“作战服”。
五斤重的“神奇土豆”，药企抢买的“有机三七”，“冬闲
田”变“致富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有了自己的
特色产业，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他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播撒
到祖国的边疆，让科技扶贫的花朵在千家万户里绽放，“农
民过得好一点”的初心硕果累累。



“会种庄稼的农民”是朱有勇对自己的定位，“农民院士”
是群众对朱有勇的褒奖。“时代楷模”朱有勇是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忠诚践行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
的先锋兵，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心系“三农”的“农
民院士”。打赢脱贫攻坚战，已经到了啃最后硬骨头的决战
阶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朱有勇这样的榜样，让他们崇高
的爱国精神、坚定的理想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踏实的工
作作风、坚定的人民立场、真挚的爱民情怀，把汗水和血水
挥洒在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战场上，把初心和使命践行在全
心全意为民服务的舞台上，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
作出应有贡献。

陈温福团队篇七

“那段时间，朱院士白天在田间观察记录，晚上召集大家讨
论研究，目的就一个，找准当地最适合的种植项目。”中国
工程院定点扶贫项目组成员、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教授朱
书生说，每天清晨，植被还挂着露珠，朱有勇和团队成员便
拿着仪器下田了。

经过对澜沧县气候、土壤、降雨等自然条件的分析后，朱有
勇院士和大伙一致认为，这里具备发展冬季马铃薯和冬早蔬
菜产业的条件。“冬季马铃薯在11、12月播种，翌年3、4月
收获，澜沧可成为全国最早上市的鲜薯产区之一。”团队成
员、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博士黄惠川说，由于气候条件要
求严格，可种植产地较少，因此冬季马铃薯鲜薯价位高，订
单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3元，是正季价格的5倍左右。于是，
10月，在蒿枝坝完成了冬季马铃薯百亩示范和冬早蔬菜50亩
示范。

同时，朱有勇院士团队调研发现，澜沧县境内有大面积退耕
还林的思茅松，林下经济本来大有文章可做，可是却未得到
有效开发利用。他们发现，松树的挥发物具有很好的驱虫防
病作用，在澜沧发展林下优质中药材种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是“发财”的好路子。“到20，云南省三七种植面积约
为40万亩，总产值达800亿元，如果能在澜沧顺利开展林下三
七种植，对百姓脱贫致富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朱
书生说，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他们还发现澜沧县的松林气候
环境适宜三七生长，于是决定在竹塘乡海拔1500米至1900米
的思茅松林下开展具有高经济价值的林下三七种植试验，建
立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标准，辐射澜沧乃至整个普洱市林下经
济的发展。

两年多来，中国工程院定点扶贫项目组经过多次实地调研，
决定在澜沧县竹塘乡东主村和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开展林
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早熟葡萄种植和禽畜养殖
等项目示范点建设。

陈温福团队篇八

科技与迷信历来相悖，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一名科技局局长
竟迷信风水，大肆建造风水屋！去年5月22日，广东省河源市
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黄翀胤被查，根据调查情况，黄翀
胤被双开。

事实上，“贪官多迷信”——这是网民从近年来反腐败一些
典型案例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梳理一些落马官员的犯罪历程
时，确实都能发现这些官员迷信鬼神、信奉风水的踪迹。比
如，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
在办公室布置了“靠山石；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大师”算命；山东泰安市原市
委书记胡建学花耗巨资只为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
寓意将自己“带起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
佛......

领导干部和政府部门不同于民间百姓，是社会的管理者，迷
信风水是一种倒退。官员迷信将带来负面示范效应，传导社



会负能量，会带来更多并发症，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显现，
为滋生官场腐败提供了土壤。特别是一些官员迷信造成权力
的滥用、决策失衡和社会财富的消耗，更有可能影响一个地
区社会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其实，官员迷信“鬼神”“风水”，表面看起来是为升迁，
求官运、财运，消弭自己贪污腐败引来的灾祸，以寻找精神
寄托。许多风水大师正是抓住官员的这几种心理，投其所好，
纷纷为其支招献策，以保其官运亨通。但从深层上来看，其
原因是这些官员严重脱离群众，只关心个人的官运、财运，
不关注如何为百姓谋幸福，同时严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
信仰。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堕落，是缺乏科学素质
和文明素养的表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明显
背离了自己的信仰。

刹一刹官员中的迷信之风，党员干部首先要破除迷信，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服务人民群众，这是扫除官场风
水情结的基础；其次，要建立透明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社
会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再有，对那些阳奉阴违，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当面马列主义、背后乌烟瘴气的党员干部，要依
法严厉惩处。

做官要先做人。科技局长迷信风水，是莫大的讽刺，其行为
也警示党员干部，不盲从迷信，是党员干部的基本信仰，只
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不会去拜鬼
信神，进而也能获取老百姓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