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 获得国
家助学金后的心得体会(大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
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
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
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篇一

我家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城市中，小时侯见得最多的是分母和
周围的人扛着锄头早出晚归的情景。那时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那么苦那么累还是比不了有钱人。后来知识改变了我，
我发誓一定要走出山区走出贫困。

经过努力学习我如愿地考入了湖南大学这时家里已为我和姐
姐高中学费欠了不少债。今年我和姐姐同时考上了大学，这
本来是见值得高兴的事，可今年暴雨让家里粮食减了产，按
归的学费让我们对大学望而生畏。

这时区总工会的叔叔阿姨来到我家，并带来了社会资助四千
元。我至今仍感谢他们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交上学费更让我明
白，贫困不是不能改变的。

到了学校，学校有完善的资助体系。但我深知贫困不是资本。
我必须依靠自己改变自己的.状态。于是，我做兼职，奔波于
各个地方。

助学金的发放让我感动不已，感激不已。感动的是，自己能
够被关心。感激的是，国家和学校给予的无私帮助。然而，
在感激之余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责任，来自家庭来自内心。妈



妈每日劳累的身影，爸爸的吆喝，爷爷的残疾却仍劳心劳力，
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急切的渴望改变家庭状况。社会各
界对我的关爱，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回报他们。

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篇二

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
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每一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人都是
值得我们尊敬的。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学习心得感想，方便大家学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关于2019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事迹学习心得体会精选5篇范文。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有一本书，让我回忆起中国的进步;有一本书，让我懂得许多
道理，受益匪浅。这本书就是《袁隆平传》。这位“杂交水
稻”之父所散发的人格魅力是无人能挡的。

人们心目中的袁隆平，自少年时代便是智慧、执着、诚实、
坚韧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总是以坦然、自信的微
笑来面对未来的漫漫人生。他把人生比作一盘永远下不完的
棋，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河卒子，拼命前进，永不后退。学农，
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他把自己喻为一粒种子，不管撒
在土地上的任何一处，都会生根发芽。在大学里，他开始接
触世界上知名的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
等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并对他们每个人的学
说进行比较和研究。他以为不应该单纯地、被动地去吸收科
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靠理性来判断其价值。在他看来，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
马虎与虚假。



袁隆平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他总是引
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
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坚
信“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于是他既肯于学
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所以总能及时摆脱保守
思想的束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功成名就之后的袁隆平，在科研事业中，总是努力开释不绝
于耳的纷扰。人毁人誉，概不动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开拓
创新的快乐之中了。人的一生能够保持对事业的坚守是很不
容易的。因为这样的坚守，就意味着战胜困难和挫折;这样的
坚守，就意味着克服自己的浮躁与见异思迁;这样的坚守，就
意味着必要的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获得。
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席话：“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我望尘莫及
的，但我要效仿他的精神，失意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
分外之事虽有利而不为，分内之事虽无利而为之，终身安于
自己的科研事业。”他就是这样，寒时不心冷，温时不发烧，
总是保持一颗平静而淡泊的心，以不变之心，应万变之境。

平民总理周恩来，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
风。他为中国人民矗立了一座人格的丰碑。平民科学家袁隆
平是周恩来的忠实追随者，他为我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杂交水
稻，也在科学界耸立起一座人格的丰碑。他用一生实践着这
样一个哲理：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
推动生命的进程，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
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袁隆平传》是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给人以启迪的好书。袁
隆平先生的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推崇，去学习。希望大家也
去看一看，说不定你们还可以感悟更多的东西。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盘古开天辟地，人类呱呱诞生，从那一刻
起，摆脱饥饿，奋力生存便成了人类历史的不朽主题，滚滚
历史长河中的历朝历代，各君各王，虽处在不同国度，不同



疆域，却拥有着同一个亘古不变的梦想，解决粮食问题。民
以食为天，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饥饿的抗争，从未停歇过对粮
食的渴望。当历史的刻度停留在21世纪，世界人口已经达
到60亿的眼下，却依然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平均每天
有24000人死于饥饿。在粮食问题日益凸现的今日，世界将目
光投向了中国，这片广袤无垠的国度，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
人口却占世界22%的第一人口大国。

面对冷峻现实，世界陷入了粮食恐慌，人们不仅连连发问:谁
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世界? 时事造英雄，20世纪70年代，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绿色革命”，通过对
杂交水稻的成功研究，最终将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
了800公斤，并推广2.3亿多亩，增产200多亿公斤，增产的粮
食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英雄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英雄
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宣称，中国人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更
能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作出巨大贡献。英雄的名字从此响彻
天际，被百姓们爱称为“当代神农氏”，他就是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回眸奇迹的诞生，竟源自儿时的一次郊游。6岁在
武汉园艺场时，当他看到满园里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
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立即被这派美景所吸引。

心想长大以后也去学农。谁也不知道，那时命运已经开始悄
悄安排奇迹的发生。袁隆平沿着儿时单纯的梦想一步步走着，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为了追求心中
的梦，毅然从四川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农
校任教，一教便是19个春秋。学生们都很尊敬他，视他为良
师益友，更被他对稻田的专注精神所感动。这个从小长在大
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臭，不怕脏，随时都能弯腰赤
脚下田地，观察稻田的生长情况。刮风下雨也不能阻挡他的
热情，农民都打趣的称他为“袁癫子”。正是这种外人难以
理解的痴迷之情，在无形的支持着他，正是这种对梦想的执
着信念在背后推动着他，精心进行着每一份耕耘，正是这种
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最终赢来了盆满钵满的丰收硕果。岁
月不居，天道酬勤，穿越过十年风雨的艰辛，杂交水稻的研



究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袁隆平为了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
来”付出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汗
水。一次次人为的恶意破坏，让精心培养的秧苗毁于一旦;一
次次的天灾所难，让科研进程举步维艰。但是十年间的艰难
险阻最终都在梦想的力量下低了头，都在与梦想的较量中败
下了阵，这个刚毅的汉子，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不屈前行，
在苦难面前他甚至安慰妻子说:“山谷越深，山峰越高。

我们眼前所经受的苦难，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的祝福。有价值、
有意义的人生，无不是从患难中走来。应该说，苦难是上帝
赐予我们的最好的礼品。”朴实无华的话语中透露着圣哲的
光芒，平和的心态中预示着成功的讯息。袁隆平和他的学生
们像候鸟一样频繁迁徙，春长沙，秋南宁，冬海南，南北辗
转，一年三地，不辞辛劳的奔波全都是为了给种子提供适当
的环境。他们还在南开北往的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
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从1946年到1970
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时间，2190个日
日夜夜，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实验，
但最终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心情沮丧的袁隆平并没有继
续低迷，在得到党和政府一如既往的支持下，他迅速调整了
研究方案，再次积极的投入到了又一次试验当中。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73年，已逾不惑之年的袁隆平
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成功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
公斤提高到了每亩500公斤以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实实在在
的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农民亲切的称他为“米菩
萨”。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平日不拘小节，看上去就是
一介农夫，面对笑他土气的人，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我现
在是干的农业活，穿得太讲究会让农民觉得生分，他们就不
会同我交朋友了，再说，下地干活也就不方便了。”这种平
易近人的性格，让他与乡亲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血浓于水的真
切情意。

有一次，郴州一个农民见到袁隆平说:“袁老师啊，我们要感
谢你，又要埋怨你，你把产量弄得那么高，现在粮食都不值



钱了哦。”袁隆平若有所思的对乡亲说:“如今种粮食确实不
赚钱，但是又少不得。你可以拿一部分田出来种高产水稻，
腾出一些地方来种赚钱的作物，那不是又有饭吃又有钱赚了
吗?”过了两年，又见到这个农民，他激动的对袁隆平说，袁
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成功了，粮食丰收了，西瓜，蔬菜也卖
了好价钱，现在我们是百分之百感谢你了。运用辩证的眼光，
袁隆平为乡亲们解决了“谷贱伤农”的问题。

如今，袁隆平已经不再是中国的袁隆平，他更属于世界，属
于整个人类。袁隆平十几次赴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
孟加拉国等国指导推广杂交水稻，为20多个国家培训了300多
名技术骨干。1999年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还将一
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这颗小行星在浩瀚的宇宙中
闪烁翱翔。儿时的梦想已经实现，这个不知疲惫的追梦人又
有了新的梦想，他希望有一天到了秋收时节，水稻能长得像
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谷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
个朋友能坐在稻穗下乘凉。

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禾下乘凉梦”。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因为这粒种子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因为梦想的力量使这粒种
子在悄无声息的生根发芽，它以惊人的生命力，奋力破土而
出。这粒种子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小小
的种子迸射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给
了它无限的养料，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中，这粒改变世界的
种子还在欣欣的生长着，那些禾下的梦想，那些远离饥饿的
愿望，也将随着种子的茁壮生长而付诸现实。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一直从
事我国杂交水稻研究，是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在这多半个
世纪里，他始终战斗在农业科研第一线，不畏艰难，追梦求
实，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
收货。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拓者，不仅解决了中国人
的温饱问题，还保障并开辟了国家粮食安全的新路程，更为
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树立了丰碑。



最近，袁隆平的“豪宅”映入眼帘，非常火热。让人出乎意
料的是，这样一座大宅子袁隆平却全部用来搞科研!把“豪
宅”当“田间”。他说到：“如果把我国内陆两亿亩地具备
种植水稻潜力的盐碱地再利用起来，按照亩产两三百公斤计
算，就可以增产500亿公斤粮食，就可以多养活2亿人类”。
他以人民百姓为重，心系于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很好的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优秀的品
质。献身科学，顽强拼搏，勇于创新，以农业科技的重大突
破和巨大成就不断造福人类。

袁隆平的精神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科学家，他为民为
国不畏艰辛，勇于付出。他曾深情讲到“一个科学家如果不
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就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科
学家”。我们要学习他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
精神。诚信立人，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有困难不退缩，
有挫折不屈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

他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谦逊豁
达，不以权威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热爱生活;健康乐
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
人类的宏大抱负，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以及淡泊
名利，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

袁隆平，是他告诉世界“我们的土地不仅可以养活自己，我
们还可以养活世界上更多的人”，是他告诉世界，“这是中
国的荣耀，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个在田地里弯着腰的身影，当我们生活在衣食无忧的新世
纪里，永远不能忘记是谁为我们击碎了美国的“中国粮食危
机论”。

一、授予下列人士“共和国勋章”：

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
旭华、屠呦呦(女)。



二、授予下列外国人士“友谊勋章”：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
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
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
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

三、授予下列人士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篇三

上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
云……当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
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那是某新型飞机机库在西部一试验场进行抗核冲击波效应实
验。钱七虎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便受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防护
门设计。为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他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
实地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在现场，钱七虎发现，核爆后飞
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防护门却出现严
重变形，无法开启。



经过初步分析，他迅速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原设计方法中防
护门的强度和变形均依靠手算，计算精度达不到要求，难以
较准确估算出防护门在核爆炸冲击波作用下的变形。为此，
钱七虎决定采用当时先进的有限单元法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
进行计算。

钱七虎带领课题组一路披荆斩棘，排除一个个困难和障碍，
最终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
的机库大门，并撰写出版了著作《有限单元法在工程结构计
算中的应用》。

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
继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中，常常是“藏不了、
抗不住”，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
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

“‘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经过长
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
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
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
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篇四

大家下午好!

我是__级x班的__，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作为__奖学金获奖
代表发言。在此，我仅代表全体获奖同学向__集团表示诚挚
地敬意与衷心地感谢，感谢__集团对我们付出努力的肯定。
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学校、我们机械工程学院领导们的培养，
感谢老师们的热心指导!

__集团是我国起重行业产销量最大、品牌影响力最强、最具
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之一。已在机械工程学院设立__奖学金多



年，用以奖励在科技创新、学科竞赛方面表现突出、品学兼
优的机械学子。多年来激励着我们在校期间努力学习，为以
后走上工作岗位做充分准备。希望__集团以后能和我们学院
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在忙碌与充实中，时间总是过的很快，一转眼我已经进入了
大三。我一直深爱着机械，从大一加入我们院__科技部以后，
我便开始了我的创新生涯。曾多次参加比赛、申请专利、发
表论文等。我一直相信大学四年是人生十分珍贵的阶段，性
格、习惯、素质可以在此养成。这四年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
程，平常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自然而然就是你的了。我也
相信经过四年的积蓄，我们终将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而这一切都需要贯串一根主线——好好学习，不断创新。

最后，我代表全体同学承诺以后更加努力学习工作，时刻鞭
策自己，发扬优良的学习作风，不辜负学校、社会对我们的
厚望!谢谢大家!

补助心得体会筑梦助学铸人篇五

钱七虎，男，1937年10月生，江苏省昆山市人，1960年毕业
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防护工程专业，1961年至1965年在莫
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
直从事防护工程教学科研工作。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
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荣立一等功，获评“国际岩石力
学学会会士”和“国际城市地下空间联合研究中心会士”。

钱七虎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防护工程学家，现代防护工程理论
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
领者，为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针对核空爆的主要威胁，钱七虎院



士致力于解决战场有生力量的防护技术难题，提出了非饱和
土的三自由度模型，建立了核荷载与土中浅埋工程结构相互
作用计算理论和设计方法，研制出核xx模拟试验装置，开展
了防护工程结构大规模有限元数值计算，研发了可大批量运
送、快速安装的轻型折叠式野战工事，并运用系统工程理论
建立了国防人防工程毁伤评估方法，有效保证了工程的总体
防护效能。成果编入多项国家军用标准，出版两部专著，相
关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新型钻地弹的快速发展，钱七虎
院士展开了侵彻xx效应工程防护理论与技术研究，提出了侵
彻近区介质的固体弹塑性-内摩擦-流体统一物理模型，建立
了防护工程抗高速、超高速钻地弹打击计算方法，研发了新
型防护材料和高抗力复合结构，成功应用于多个重要军事工
程。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自21世纪以来，针对- 发展新动向，钱七虎院士提出了防护
工程深地下发展方向，在国内倡导并开展了深部非线性岩石
力学以及防护工程抗- 钻地毁伤效应的研究，形成了分区破
裂化、岩爆、大变形三者统一的深部岩石非线性力学理论，
填补了深地下工程抗- 钻地xx效应的防护计算理论的空白，
解决了深地下工程建设灾变防控关键技术难题。作为项目第
一完成人，获20xx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针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安全防护需求，钱七虎院士向国家
和军队提出了工程防护与信息化防护相结合、建设深地下超
高抗力防护工程，以及战略通道桥隧并举、能源地下储备、
防灾防空一体化发展等多项战略建议，获国家部委和军委-
批示并被采纳实施。

作为我国防护工程的领军人物，钱七虎院士创建了我国防护
工程学科和学术组织，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大批高层次中青
年人才，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创新
研究群体，推动了我国军事防护工程抗力水平与强敌- 和新



型常规武器精确打击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