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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是一种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和教学效
果进行总结与思考的方式。工作心得范文10：工作心得的撰
写是对过去工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通过它，我能够更清醒
地认识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和不足之处。工作心得的写作过
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在工作上的盲点和不足，也意识到了自
己在工作中的进步和成长。这将成为我下一阶段工作的重要
参考和指导，我将不断改进工作，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一

人，总得有点精气神，有不一样的血性，没有了这些东西，
人就会垮掉。观看了《高山清渠》电视剧，这是我最大的感
受。

无论在任何时刻，人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事情，都是一种
挑战。清代学者王永彬云：人心统耳目官骸，而于百体为君，
必随处见神明之宰；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
知终身无安逸之时。此语道破了人的一生必须与“苦”奋战
到底，直至获得胜利。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必悲观。英国哲
学家约翰·约克有言：人生的磨难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可
对于每一件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磨难面前，精神
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
是的，面对各种困难，我们必须做好内因外因分析，有力克
服一切不利因素，有效形成最大合力。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根源性
的道理。“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运用到《高山清渠》中而言，所谓
的活水源头，就是植根与灵魂深处的那身傲骨、那份不懈的
努力、那份哪怕微弱的希望之光。



文档为doc格式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二

7月16日，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道德
模范黄大发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高山清渠》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再现了黄大发艰苦奋斗，一心为民，
埋头苦干，百折不挠，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动人事迹。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传承红色基因队伍中的一员，我在
这部电视剧中吸取了精神力量，深受黄大发老支书“绳锯木
断，水滴石穿”的韧劲的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黄大
发为榜样，认真学习践行这种“当代愚公”精神，做到会担
当、能担当、敢于担当，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忠诚。

他在村里一心想为村民找到水源，解决缺水问题，他始终坚
持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真心实意服务于党、百
姓，尽其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好事、办实事，立足岗位
模范践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凭借自己
的一股不甘心被自然环境打败的精神带领乡村村民找到了生
命之源——螺丝河。黄大发以自己的真诚、奉献、清廉、勤
俭、宽厚、坚韧等精神品格，赢得了人心，凝聚起一股强大
的力量，终于创造了绝壁凿渠的奇迹。

黄大发同志始终怀着对党的感激和感恩之情，严守党的纪律，
传承党的优良作风，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作风朴实，模范
践行责任心、公正心、关爱心、淡泊心，不为金钱所诱、不
为名利所惑、不为人情所困，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严格自律、
克己奉公的优良品行。乡里补助他本人的10元钱都捐到草王
坝村作为村集体资金，最终为了给老奶奶多抓一副药动用了，
仍然在想办法把它补上。

黄大发同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积极主动、忘我投入，
勤勤恳局、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视工作如生命，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燃烧自己，工作中做到谋事而不谋利，奉献而



不索取，守得住生活清贫，耐得住工作艰苦，以一颗安贫乐
道之心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有着难以想像的决心
和毅力，他36年来做一件事，一辈子为一个目标，带领全村
凿出一条生命渠，让乡亲们吃上白米饭，过上好日子。最后
终于解决了草王坝村民最需要的救命稻草——高山清渠。

“全国人民都看到我们草王坝的历史，也是对我们的鞭
策。”“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说，把这个天渠修通之后，
我们有了水，家乡就有大米吃，有水喝。黄大发表示，今年
虽然我已经八十多岁，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是村里面的名誉
支书，共产党员不讲条件，只要我们能够干，就要一直干下
去。榜样的力量就在身边，下一步，我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向榜样学习，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秉承黄大发老支
书“不见清泉誓不罢休”的实干精神。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在看完《高山清渠》后，我被黄老的事
迹所震撼。他带领乡亲们历经三十六载，共同开凿出了一
条“生命渠”。他的愚公精神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以黄老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促进乡村振兴。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四

认真收看《高原清渠》后，剧中黄大发那句“命是村里给的，
人也是村里的”使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深层次的了解了黄
大发老支书这位“当代愚公”对把水引到草王坝村的坚定决
心，明白了“水过不去、拿命来铺”铮铮誓言的深刻内涵。
作为一名组工干部，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像黄大发老支书那样，
时时刻刻牢记党的宗旨，怀着对党无限的忠诚，多奉献、少
索取，立足岗位从实际出发，遇到问题不回避、不退缩，任
劳任怨地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五

黄大发一生只为清渠引水，天寒地冻、悬崖绝壁、困难重重、
不懈努力，最终水到渠成，而且坚持了36年，是“新时代愚
公”！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要不忘初心，把目标刻在心上、
把执行视为铁律、把担当作为自觉，拿出“清渠愚公”精神，
工作抓实、抓好，抓出特色，为六小“青青竹叶，片片精
彩”奋力前行，谱写青春！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六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高山清
渠》，7月16日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电视剧开播不久，
直播关注度和市占率迅速登上榜首。

“电视里年轻的黄大发一身正气，勇敢坚强。”

“演员们演绎得活灵活现。原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草王坝
条件如此艰苦，太不容易了!”

“黄大发为了找水跌下山崖，真让人揪心......”首播的两集
《高山清渠》让观众意犹未尽。

在电视剧主人翁原型人物黄大发的家里，10多名遵义市播州
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村民和老支书黄大发一
起收看了电视剧。黄大发说:“这个电视剧拍得好，看到这个
电视剧，就想到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修渠。现在渠通了，水来
了，我们这个地方不缺水了，不光吃饭没问题，粮食还有多
余的可以卖，还在发展其他产业。我们的路进到各家各户，
电话也有信号，环境干净整洁，很多游客来我们这里，一切
都好起来了。我现在80多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我还是
村里的名誉支书，我还要继续干，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
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



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村民母先才说:“我看了以黄大发为原型的
《高山清渠》这个电视剧，我深受感动，看到了草王坝缺水
的状况，我也想到了我们2014年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之前的
情景，也很艰难，非常感谢有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才有今
天这种幸福的好日子。说实话，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就是想在花茂村建一个以土陶为展览的展览馆，然后再把规
模扩大一点，让周边和我一样的土陶手艺的人共同致富。”

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村民王治强告诉记者:“看了这个电视剧，
我就想起了当初的农村，当初我们的家乡，只是我们比草王
坝村好一点，和现在比起来那纯粹是天差地别。我相信在我
们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关心下，我们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
好，不光是自来水，你看现在我们的交通设施、基础设施、
通讯设施，样样都这么完善，已经是脱贫致富奔了小康。我
们有这样的国家、有这样的党，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

黄大发正在观看电视剧《高山清渠》

赤水市市中支部书记街道滨江社区党总支书记何祖强
说:“《高山清渠》电视剧的播出，我觉得很有意义，黄大
发‘当代愚公’精神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员干部不断前进，
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干部，我们要做好人民群众的‘当代愚
公’，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赤水市青年学生何承运告诉记者:“和大发支书年轻时比起来，
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太幸福了!今年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作为
青年我觉得我们也要像黄大发老支书一样，要心中有信仰、
肩上有担当、手中有本领、脚下有泥土，以青春之名赴家乡
之约，在新的征程上奋力奔跑。”

仁怀市大学生彭菊在收看后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
学生，我选择做一名社区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践行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的‘愚公精神’，服务基层，锻炼自己。”

桐梓市民杜兴华说:“看了《高山清渠》，让我对老支书黄大
发的故事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用了36年的时间，带领乡
亲们在高山的绝壁上凿出了一条清渠，养活了全村上千口人，
他一心干事、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让我深有感触，在以后的
工作中我也要做到遇到困难不回避、不退缩、勇于担当、迎
难而上。”

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河口村村支书助理姚娟说:“作为一名
基层工作者，看了《高山清渠》深有感触，黄大发带领村民
开凿天渠的故事，让我倍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像
黄大发一样，脚踏实地为群众做好每一件事。”

余庆市民李宁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要以一个党员的
规范来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
精神，在困难面前，要以身作则，为群众做好模范作用，起
好带头作用，时刻记住‘共产党员’这四个字下面所应该承
担的责任与任务。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
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带头作用。”

务川县分水镇天山村驻村书记冉毅力表示:“我们应该学习老
支书勇于担当、勇于前行的精神，在今后在工作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参观黄大发沟渠心得体会篇七

近日，电视剧《高山清渠》在央视黄金强档热播，引起强烈
反响。该剧让“当代愚公”黄大发的故事再现于荧幕，他立
下愚公移山志，劈山引水为人民。老支书黄大发几十年如一
日，以血肉之躯劈山修渠，以实干苦干带领乡亲力拔穷根。

黄大发的扮演者李键，把黄大发一心为乡亲的细节演绎得准
确到位。让我再次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让人忍不住思索，究



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农民成就他
的“伟大壮举”，我思索着他那顽强拼搏的精神动力源头。

人的成功有两大方面，一是为自己的事业(利益)奋斗而成功，
另外一种是为大众事业(利益)奋斗而成功，显然，黄大发属
后者。我们常说“穷则思变”或“逆境与苦难”能激发一个
人的动力及铸就其坚韧。黄大发少年苦难，幼年丧父母，这
是一个人精神上巨大的苦痛，加之，他出生地十分贫瘠，连
基本的生活用水都很成困难。或许，正是这些铸就了他顽强
的意志。

在开渠过程中，曾遭遇种种阻挠甚至技术上的难题等，黄大
发为此发誓：“渠不通，毋宁死。”从黑发人到白发人，一
生为渠，矢志不渝。黄大发凿渠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感动，
但令我最震撼的有两处，一是由于水渠经过一段垂直上百米
高的绝壁，须悬空凿渠，那是命垂一线的高危作业，且不说
作业，人站在临近的高处往下看都会心惊胆寒。起初是黄大
发亲自悬空而凿，后来上了年纪，叫自己的儿子上，儿子不
解地问：“爸爸，村里这么多人为何不叫，却要叫我呢?”黄
大发沉重的回答：“如果别人遭遇不测，我赔不起啊，你是
我的儿子，我不用赔呀。”这是何等之境界!另一个令我感动
的情节是，他为了凑钱开渠，把家中所有值点钱的东西，甚
至连自己棺材都卖掉。

黄大发精神的动力，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普通党员或者是
村支书一职?我想，或许是，或许又不完全是，一个人或一个
党员偶尔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把好事做下去。

不管做人还是做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官必定是个
好人。做官的前提首先是做个好人，一个好人的做人标准品
质往往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或者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必须具备的。因此，我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人”，
做出表率，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显然，黄大发
是其中的杰出典范。



黄大发坚韧顽强的另一个原因，似乎源于他因幼年痛失双亲
靠吃“百家饭”成人，对乡亲报以感恩。但是，世间报恩的
方式有多种，为何要付出如此艰辛?想必是他深刻体会到
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在他灵魂深处里流淌的就是“大善”的血液，
我想，即便他不是党员，不是村支书，也同样有“大爱之
举”。当然，黄大发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一个党
员的使命烙印心间，似乎与他骨子里的“大爱”一拍即合。

《高山清渠》全面展现黄大发的感人事迹以及他那难能可贵
的精神。我们学习黄大发，要以饱满的热情付诸于党和国家
事业的工作之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无愧我心，无愧天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