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主后代的感悟(通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我帮
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地主后代的感悟篇一

《家》-地主阶级黑暗的统治(读后感)

《家》实质上是一幅中国壁画，在高老太爷的统治下，这个
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最终等
待他们的，只有灭亡！

--题记

高家公馆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无尽的黑暗，仿佛要吞噬每一
个走进公馆的人的纯洁的心灵。

觉慧，一个不向旧社会屈服，勇敢奋斗的新青年。他大胆地
爱上婢女鸣凤，高老太爷的昏庸与世俗，使他痛失这段爱情。
他不像大哥觉新，维持着什么“作楫主义”，“无抵抗主
义”，他大胆，他自由，他做了高家接受“新思潮”的开拓
者，他同其他新时代的青年一样，敢于奋斗，敢于抗争污浊
不抗的封建制度，他没有被大哥觉新和旧社会玷污自己的双
眼。整个高家，只有他自己率先觉悟了。我敬佩他，敬佩他
的大胆和精神，没有这些青年，也许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

婢女鸣凤，一个不被人重视的.用人。但从她身上反映出，不
正是当时受旧制度所压迫者的化身吗?她有自己的爱情，却被
高老太爷嫁到冯家做姨太太，多么悲惨的命运！她不屈服，
她是一个下层人，可她也有自己的尊严。她抱着周氏的腿哭



得天昏地暗，她对觉慧那异样的眼神，她极其忍住泪，可尽
管是这样，也没能改变她那悲惨的结局！她不屈服，她只有
跳湖自尽来结束自己的一生。鸣凤的遭遇让我们深切刚到：
这个黑暗腐朽的旧社会，不会给人好出头！

还有那整天看似平静，威严和谐，却暗里面滋生矛盾，勾心
斗角。当政变真正来袭时，当灾难真正来袭时，四世同堂的
高家，却像散沙一般，该逃的逃，该搬的搬，让我们看出维
系这个家族的纽带是那样的脆弱，是那样的不堪一击！高老
太爷去世后，整个高家立即散开，虽然只写了克明、克定、
克安三人分家的事，可从他们做事的时间和争吵来看，整个
高家的心都为利益所驱使。即使没有接着下去，可我们也能
想象到，等待高家的必定是一场大分裂！可恶的金钱，可恶
的封建制度，那时的人都被这些所污化了！

瑞珏的死，更让我们见证了迷信对当时人的迫害；而梅的死，
则让我们见证了旧礼教的恶果。

《家》,这部传世杰作，让我认识了昏庸的封建制度，认识了
那所谓的“孝”，认识了当时黑暗的社会和污浊的世风。读
完整部书，我感慨万分！

地主后代的感悟篇二

1、导火线：袁世凯制造“宋案”

2、时间：19

3、领导人：孙中山、黄兴

4、结果：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被镇压，孙中山、
黄兴流亡海外。

二、袁世凯复辟帝制



1、镇压二次革命后，为实现独裁统治，采取的措施：强迫国
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
统制;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

2、对外为换取日本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的“二十一条”
的大部分内容：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进一步
扩大日本在南满和蒙古的权益;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
租借或割让他国;聘用日本人为顾问。

3、失败原因：违背民主共和的历史发展潮流;民主共和观念
深入人心，复辟帝制倒行逆施;全国人民支持护国运动;帝国
主义国家由支持到反对袁世凯众叛亲离。

三、护国战争

1、爆发原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

2、时间：19底--196月

3、领导人：蔡锷、李烈钧、唐继尧

4、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6月袁世凯死去，护国战争结
束。

四、军阀割据

派系控制地区领导人统治

直系江苏、江西、湖北冯国璋、曹锟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对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依附帝国主义。

皖系北京政府、安徽、浙江、山东段祺瑞



奉系东北张作霖

滇系云南、贵州唐继尧

贵系广东、广西陆荣廷

5、影响：大小军阀连年混战，中国陷入到军阀割据纷争
的**之中。

地主后代的感悟篇三

一个地主的管理历程（读后感）

古代，有一个地主，家有良田百亩，算是一个小地主，他家
一共雇佣了4个雇农，都属于长工性质，主要负责田地的耕种。
（一个企业的起步阶段都是规模很小的）开始，地主按照传
统的方式对雇农采用高压政策，雇佣了一个护卫作为监工，
现场监督雇农劳作，雇农稍有懈怠就会招来监工的一顿鞭打。
雇农们非常气愤，经常聚集在一起声讨地主，一致达成默契，
表面服从，但暗地里都不努力劳动，一有可能就磨洋工。
（地主管理的第一个阶段，即粗放式的野蛮管理，也是一个
企业必经的管理阶段。这种压迫式的管理容易造成企业家和
雇工的对立和敌对状态，极大地损坏降低企业生产效率。）
一年下来，收成比别家低了许多（必然的），地主一怒之下，
认为护卫监工不力，便换了个护卫，由于成本问题，他不可
能雇佣更多的人来做监工。第二年收成依然下降，而且还发
生了雇农集体罢工事件。(靠换监工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
本办法)地主气不打一处来，将监工和雇农全部拿下，并增加
了四个雇农，他们分别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同时地
主亲自参与监督雇农的劳作，但情况丝毫没有转变，到了年
底收成依然达不到理想水平。（换工人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办法，因为体制没有改变，关键是体制问题）地主苦恼极
了，正在此时，一个西方的传教士来到这个封闭的山庄，经
过与传教士的深层次交流（交流和学习的必要性，要善于学



习），地主深感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他转变成为了新兴派人物
（思想要善变和创新，能够接受新事物），同时落实到实际
情况上，他辞退了监工（言行一致，迅速行动，光说不做是
不行的），并强调给予雇农们充分人权和自由，保证不再采
用强制性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固定工资制并制定了详细的规
章制度。（地主管理的第二个阶段，即初期的一般管理阶段。
这种管理尊重人权和职工的自由，但是固定工资会扼杀职工
的积极性）规章制度规定雇农们每日鸡叫必须起床，太阳升
起之前必须上岗劳动，中午太阳烈时可以在树荫下休息一个
时辰，太阳落山了才能够收工。上工和收工都必须在地主家
按拇指印，考虑到雇农还得照顾家庭，地主规定雇农每隔5天
可以休息2天，但条件是不得耽误农活。（制度不能太苛刻严
厉呆板，要给职工一个宽松向上的环境）凡违反劳动记录，
一次迟到或早退扣罚当天工资，一次旷工扣罚10天工资，一
年累计5次旷工（三次迟到或早退算一次旷工，缺少一个拇指
印按半次旷工处理）做自动离职处理。劳动期间不准偷懒和
晒太阳，凡发现者一律按迟到论处。（制度不能强调以罚款
为主，尤其是经济处罚。要以奖励为主、罚款为辅。）由于
地主提供的薪金极具挑战性，而且按月提供，不至于青黄不
接，雇农们欣喜若狂，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以报答地
主的大恩大德。当年土地收成提高了50%，地主看到民主管理
带来的巨大收益，高兴得嘴都笑不合拢。兴奋之余，他决定
扩大生产规模，于是向其他地主购买了100亩土地，另外又招
聘了周七、武八两个雇农，准备大干一场。（第一次扩张）
一切照旧，想象着年底丰厚的收成，地主经常从睡梦中笑醒，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底来了，收成汇总下来，在新增100亩地
和两个人的情况下，收入仅仅增长了10%.地主气急败坏，把
雇农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声色俱厉的批判大会。大会会场
悬挂了一幅大大的横幅上书一行大字“今天不努力耕作，明
天就努力找耕作”让人看了胆战心惊、不寒而栗。（方法不
妥，在以后的处理类似问题，地主先表扬大家都还是辛苦的，
但是有些问题也还是需要总结，这样说大家能接受）会上地
主在深刻批判了雇农们的懒惰和无能后，宣布今年年终最后
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扣罚。（方法不妥）这一下子向捅了马蜂



窝一样，大家纷纷表示不满和抗议，地主用手指朝横幅一指，
丢下一句话“谁不想干，立马走人”转身便走。大家象焉了
的茄子一般，都不讲话。（方法不妥）会后，张三、李四和
王五在一起打“斗地主”（比喻），一边打，一边骂地主狠
心，让他们过年都没有钱拿回家，这下子回家不被老婆骂死
才怪。一番发泄之后他们决定分头去找地主说情。张三首先
出发，找到地主诉苦说他们四个人本来干得好好的，由于新
来的周七、武八两个人平时工作不努力，一有机会就偷懒，
而每个月工资和大家拿得一样多，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心里不
公平，于是便纷纷开始偷懒，所以才造成了收成下降的原因。
（企业要防止老员工和新员工形成不同的小团体，互相排斥。
）地主勃然大怒，决定找其他人来确认此事，他决心一旦落
实此事，定当对当事人予以重罚。张三走后，李四旋即来找
地主反映情况，地主当即核实了周七、武八的事情，情况基
本与张三讲的一致。李四走后，王五也找地主谈心来了，除
了张三、李四提及的问题外，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情况，说
他有一次看到隔壁家的牛来吃庄稼，他去赶的时候被牛角顶
破了腿，第二天没有能够来上班，被地主扣罚了10天的工资，
于是以后他看见别家的牛吃庄稼就再也不管了。地主哼他一
顿道“当时你为什么不声明理由呢？”王五说“我本来准备
说的，但你当时气急败坏的样子把我吓慌了，就没有讲，过
后也没有机会再说”。（企业的管理者要心态平和，能耐心
听听职工发言，多采纳职工的建议，听听不同声音，避
免“一言堂”和独断专行）地主想，接下来该赵六来了，谁
知等了一天却没有等到。地主等不及了，正准备召开员工大
会，宣布对周七和武八的处分决定（没有了解情况，怎么可
以单独听信“一方”的发言呢？怎么可以这么武断？）。俩
人同时来找地主了，地主将他们大声责罚一番，两人大呼冤
枉，说张三、李四他们仗着是老员工，资历老，人数多，平
时经常欺负他们，自己从不好好劳动，还嘲笑他们俩踏实肯
干是傻冒，还说他们经常在地主去视察的时候装着勤劳的样
子。地主晕了，一下子分不清真伪，将六人找来当面对质
（怎么可以对质，职工以后怎么合作？如何相处？），大家
除了吵成一团外，没有解决丝毫的问题。地主被吵得不行，



恍惚中似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决定推行承包制，将
土地划分为六份，采用招标的方式，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
面积大小以及耕种难度等指标，由地主事先根据往年的指标
核定一个最低土地收益，由六人投标竟价，最后价高者承包
成功，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块土地。（地主管理的第三个
阶段，即承包制度。竞价不能只看出价，好要看竞标人的综
合实力、信誉、人品。）雇农们似乎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热
情，投标当天，他们六人共同用竹竿支撑起一条更大更醒目
的横幅，上书“地主，地主我爱你，我们永远支持你！”。
地主看到横幅，前段时间的不快一扫而光，笑眯了双眼看着
大家，大家回报给他的是自信而激昂向上的眼光。招标非常
成功在经过激烈的竟标之后大家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会场散去，地主的目光中散发出一种醉人的芬芳，他仿佛又
看到了明年谷物满仓的`丰收景象。刚开始，地主不放心，不
时的到田间地头去转转，看见大家都在辛勤的耕种，庄稼一
块比一块好，地主终于放下了心，在传教士朋友的邀请下，
他们一起去游历祖国大好的河山，一去就是大半年。（玩的
时间太久了，玩得过程有没有学习一下外面的管理办法？先
去的国内，后面为去国外游玩做条件。先国内，后国外）年
底地主回到家里，看到自家的谷仓里面装满了稻谷、玉米等
粮食，看到老婆脸上灿烂的笑容，不用说，今年的收成好得
不得了。一算下来，“哇”，地主禁不住跳了起来，今年的
净收益比上年增长了100%，雇农们全部完成定额，每人还主
动多贡献了20%.地主尝试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决心将事业
做大做强，他发誓要做乡里，不，县里、省里最大的地主。
可是地主没有多余的钱大规模买地，怎么办？(资金短缺是每
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地主苦恼不已。第二天一开门，“哇”，
门口站满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们，他们每个人的额上都用血书
写着“来吧，兼并我吧！”原来，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看到地
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纷纷表示愿意用自有土地入股，
与地主一起发展壮大。经过仔细挑选，地主选定了地主甲、
地主乙、地主丙三个当地最有名的大地主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成立了一个土地合作经营联社，又地主出任社长负责日常经
营，地主甲、地主乙、地主丙作为副社长，重大经营决策必



须有三票以上同意才能通过。收益按1：1：1：1分配。（重
大决策不能按表决股东数字决定，股权收益也不能都一样。）
由于几个大地主的参与，地主的经营规模一下子扩大了10倍，
达到了亩。按每个人平均承包40亩计算，地主需要招聘50人，
而目前只有6个人，地主决定公开对外招聘。（第二次扩张）
地主放话出去，来竟标的人挤破了地主的大门，地主决定对
参加投标者每人收取1两银子的投标费用，以保证投标活动的
支出。仅此一项就收入1000两银子。地主们无不对地主的经
营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尚未开张就净赚250，真是太划算了，
这更增加了他们对地主的信任和爱戴。投标活动的会场非常
热闹，到处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各种各样的横幅飘扬在会场
当中好不精彩。“宝锄一出，谁与争锋！”“放眼田间，舍
我其谁！”“东风吹，战鼓擂，如今的田地谁怕谁？”“没
有了地，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东方红，太阳升，我们出
了个好地主！”还是老员工们的横幅比较感人“东家，东家，
好东家，世世代代跟着你！”此条横幅被后人评选为投标最
佳横幅，奖品是以后上茅厕每人可以领用两张草纸（备注：
一般人每天只能领用一张）。竟标按预期进行，五十人经过
长达三天的征战终于将和约拿下，按照同等条件，老员工优
先获得和约的规则，六个老员工如愿的拿到了和约。从和约
的统计来看，今年的每亩收益至少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50%，
对于地主来说总收益的增长将达到去年的375%，想想都让人
兴奋。其他的地主总收益也有很大的提高，大家都非常高兴，
期待着来年的快快到来。第二年，地主主动邀约传教士去周
游各地，这次他们去的是遥远的东瀛，一来一回正好一年的
时间（太久了，过去通讯不发达，怎么能和企业及时沟
通？），地主玩得好不痛快。（管理者必须出去走走，增加
见识，企业才不至于落伍。）临到家了，想着家里新增的谷
仓装满粮

地主后代的感悟篇四

一个地主的经典管理心得



古代，有一个地主，家有良田百亩，算是一个小地主，他家
一共雇佣了4个雇农，都属于长工性质，主要负责田地的耕种。

开始，地主按照传统的方式对雇农采用高压政策，雇佣了一
个护卫作为监工，现场监督雇农劳作，雇农稍有懈怠就会招
来监工的一顿鞭打。雇农们非常气愤，经常聚集在一起声讨
地主，一致达成默契，表面服从，但暗地里都不努力劳动，
一有可能就磨洋工。

一年下来，收成比别家低了许多，地主一怒之下，认为护卫
监工不力，便换了个护卫，由于成本问题，他不可能雇佣更
多的人来做监工。第二年收成依然下降，而且还发生了雇农
集体罢工事件。

地主气不打一处来，将监工和雇农全部拿下，并增加了四个
雇农，他们分别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同时地主亲自
参与监督雇农的劳作，但情况丝毫没有转变，到了年底收成
依然达不到理想水平。

地主苦恼极了，正在此时，一个西方的传教士来到这个封闭
的山庄，经过与传教士的深层次交流，地主深感资本主义的
先进性，他转变成为了新兴派人物，同时落实到实际情况上，
他辞退了监工，并强调给予雇农们充分人权和自由，保证不
再采用强制性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固定工资制并制定了详细
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规定雇农们每日鸡叫必须起床，太阳升起之前必须
上岗劳动，中午太阳烈时可以在树荫下休息一个时辰，太阳
落山了才能够收工。上工和收工都必须在地主家按拇指印，
考虑到雇农还得照顾家庭，地主规定雇农每隔5天可以休息2
天，但条件是不得耽误农活。

凡违反劳动记录，一次迟到或早退扣罚当天工资，一次旷工
扣罚10天工资，一年累计5次旷工(三次迟到或早退算一次旷



工，缺少一个拇指印按半次旷工处理)做自动离职处理。劳动
期间不准偷懒和晒太阳，凡发现者一律按迟到论处。

由于地主提供的薪金极具挑战性，而且按月提供，不至于青
黄不接，雇农们欣喜若狂，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以报
答地主的大恩大德。

当年土地收成提高了50%，地主看到民主管理带来的巨大收益，
高兴得嘴都笑不合拢。兴奋之余，他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于
是向其他地主购买了100亩土地，另外又招聘了周七、武八两
个雇农，准备大干一场。

一切照旧，想象着年底丰厚的收成，地主经常从睡梦中笑醒，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底来了，收成汇总下来，在新增100亩地
和两个人的情况下，收入仅仅增长了10%.地主气急败坏，把
雇农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声色俱厉的批判大会。大会会场
悬挂了一幅大大的横幅上书一行大字“今天不努力耕作，明
天就努力找耕作”让人看了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会上地主在深刻批判了雇农们的懒惰和无能后，宣布今年年
终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扣罚。

这一下子向捅了马蜂窝一样，大家纷纷表示不满和抗议，地
主用手指朝横幅一指，丢下一句话“谁不想干，立马走人”
转身便走。大家象焉了的茄子一般，都不讲话。

会后，张三、李四和王五在一起打“斗地主”，一边打，一
边骂地主狠心，让他们过年都没有钱拿回家，这下子回家不
被老婆骂死才怪。

一番发泄之后他们决定分头去找地主说情。

张三首先出发，找到地主诉苦说他们四个人本来干得好好的，
由于新来的周七、武八两个人平时工作不努力，一有机会就



偷懒，而每个月工资和大家拿得一样多，时间长了大家觉得
心里不公平，于是便纷纷开始偷懒，所以才造成了收成下降
的原因。

地主勃然大怒，决定找其他人来确认此事，他决心一旦落实
此事，定当对当事人予以重罚。

张三走后，李四旋即来找地主反映情况，地主当即核实了周
七、武八的事情，情况基本与张三讲的一致。

李四走后，王五也找地主谈心来了，除了张三、李四提及的
问题外，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情况，说他有一次看到隔壁家
的牛来吃庄稼，他去赶的时候被牛角顶破了腿，第二天没有
能够来上班，被地主扣罚了10天的工资，于是以后他看见别
家的牛吃庄稼就再也不管了。地主哼他一顿道“当时你为什
么不声明理由呢?”王五说“我本来准备说的，但你当时气急
败坏的样子把我吓慌了，就没有讲，过后也没有机会再说”。

地主想，接下来该赵六来了，谁知等了一天却没有等到。地
主等不及了，正准备召开员工大会，宣布对周七和武八的处
分决定。俩人同时来找地主了，地主将他们大声责罚一番，
两人大呼冤枉，说张三、李四他们仗着是老员工，资历老，
人数多，平时经常欺负他们，自己从不好好劳动，还嘲笑他
们俩踏实肯干是傻冒，还说他们经常在地主去视察的时候装
着勤劳的样子。

地主晕了，一下子分不清真伪，将六人找来当面对质，大家
除了吵成一团外，没有解决丝毫的问题。

地主被吵得不行，恍惚中似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决
定推行承包制，将土地划分为六份，采用招标的方式，根据
土地的肥沃程度和面积大小以及耕种难度等指标，由地主事
先根据往年的指标核定一个最低土地收益，由六人投标竟价，
最后价高者承包成功，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块土地。



雇农们似乎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投标当天，他们六人
共同用竹竿支撑起一条更大更醒目的横幅，上书“地主，地
主我爱你，我们永远支持你！”。地主看到横幅，前段时间
的不快一扫而光，笑眯了双眼看着大家，大家回报给他的是
自信而激昂向上的眼光。

招标非常成功在经过激烈的竟标之后大家都获得了比较满意
的结果。

会场散去，地主的目光中散发出一种醉人的芬芳，他仿佛又
看到了明年谷物满仓的丰收景象。

刚开始，地主不放心，不时的到田间地头去转转，看见大家
都在辛勤的'耕种，庄稼一块比一块好，地主终于放下了心，
在传教士朋友的邀请下，他们一起去游历祖国大好的河山，
一去就是大半年。

年底地主回到家里，看到自家的谷仓里面装满了稻谷、玉米
等粮食，看到老婆脸上灿烂的笑容，不用说，今年的收成好
得不得了。

一算下来，“哇”，地主禁不住跳了起来，今年的净收益比
上年增长了100%，雇农们全部完成定额，每人还主动多贡献
了20%.地主尝试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决心将事业做大做强，
他发誓要做乡里，不，县里、省里最大的地主。

可是地主没有多余的钱大规模买地，怎么办?

地主苦恼不已。

第二天一开门，“哇”，门口站满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们，他
们每个人的额上都用血书写着“来吧，兼并我吧！”

原来，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看到地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



纷纷表示愿意用自有土地入股，与地主一起发展壮大。

经过仔细挑选，地主选定了地主甲、地主乙、地主丙三个当
地最有名的大地主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成立了一个土地合作
经营联社，又地主出任社长负责日常经营，地主甲、地主乙、
地主丙作为副社长，重大经营决策必须有三票以上同意才能
通过。收益按1：1：1：1分配。

由于几个大地主的参与，地主的经营规模一下子扩大了10倍，
达到了2000亩。按每个人平均承包40亩计算，地主需要招
聘50人，而目前只有6个人，地主决定公开对外招聘。

地主放话出去，来竟标的人挤破了地主的大门，地主决定对
参加投标者每人收取1两银子的投标费用，以保证投标活动的
支出。仅此一项就收入1000两银子。地主们无不对地主的经
营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尚未开张就净赚250，真是太划算了，
这更增加了他们对地主的信任和爱戴。

投标活动的会场非常热闹，到处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各种各
样的横幅飘扬在会场当中好不精彩。

“宝锄一出，谁与争锋！”

“放眼田间，舍我其谁！”

“东风吹，战鼓擂，如今的田地谁怕谁?”

“没有了地，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

“东方红，太阳升，我们出了个好地主！”

还是老员工们的横幅比较感人“东家，东家，好东家，世世
代代跟着你！”此条横幅被后人评选为投标最佳横幅，奖品
是以后上茅厕每人可以领用两张草纸(备注：一般人每天只能



领用一张)。

竟标按预期进行，五十人经过长达三天的征战终于将和约拿
下，按照同等条件，老员工优先获得和约的规则，六个老员
工如愿的拿到了和约。

从和约的统计来看，今年的每亩收益至少在去年的基础上增
长50%，对于地主来说总收益的增长将达到去年的375%，想想
都让人兴奋。其他的地主总收益也有很大的提高，大家都非
常高兴，期待着来年的快快到来。

第二年，地主主动邀约传教士去周游各地，这次他们去的是
遥远的东瀛，一来一回正好一年的时间，地主玩得好不痛快。

临到家了，想着家里新增的谷仓装满粮食的情景，地主的心
情真是急不可耐。

远远的看到了家门，还有门口站着的地主甲、地主乙和地主
丙，他们一定是来欢迎我了。

大老远的，地主就打着招呼“大家好！我回来了”

看见大家阴沉着脸都没有答话，地主发现情况不对，连忙问
其详情。

原来今年的每亩收益只比去年增长了1%，这样各个地主的总
收益不升反降，你叫他们怎么高兴得起来。

“怎么会这样呢?”地主不断的自言自语到。

地主连夜召集了10个雇农代表参加的土地收成分析研讨会，
经过与会人员的充分讨论，汇总后得出如下原因：

一、今年的天气比去年干旱，由于没有人肯出钱修建引水渠，
导致庄稼缺水，收成下降。



二、由于投标额太高，大部分雇农基本没有多余的收益，极
大的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的发挥。

三、没有人愿意多施肥，因为明年耕种的土地可能就不属于
他们了，客观上导致土地施肥不足，产量下降。

四、由于土地面积较以前扩大比较多，每户人家都需要增加
耕牛和农具这对大家造成了新的困难，而平时这些东西闲置
又比较多，这使得大家本来就薄的收益更加雪上加霜，这也
是大家不愿意努力的原因。

五、粮食收成之后，大家集中在一起竟卖，由于要卖掉换银
子，大家的卖价一个比一个低，使得大家的收益降低。

地主后代的感悟篇五

作者:孙星辰

今年寒假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本非常好的杂志，那就是
《读者》。其中，我看了一篇散文，名字叫《黑暗的心脏》。

这个小故事举了两个事例，第一个讲了一个农民工觉得天气
热，到一条河里游泳，谁知淹死了。许多人都去看热闹，他
们非常开心。

第二个讲了作者的一个同学患了腮腺炎，把腮帮子弄成那样，
让人厌烦，好奇。

这些人真讨厌，总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人家的痛苦你永远感受不到，就像鲁迅先生在《隔膜》里说
的：“楼下有人在哭，也许有人死，而我只觉得他们烦”。
我们就是太自私了，从来就没为死者想过，往往是负面的引
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