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袁隆平案例写 袁隆平科学家事迹
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袁隆平案例写篇一

又是一年丰收的季节，夏季粮食的丰收时节。粮食的大丰收
让祖国的粮仓爆满，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让让人明更
加安康。但是为我国甚至全球粮食曾收层产的袁隆平院士却
离开了我们。

粮食的丰收意味着国民能吃饱饭，意味着国家的国泰民安。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推进的国家而言，粮食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
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粮食问题是安全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粮食不像其他商品，
粮食少一点都会饿死人，是一个硬需求。

袁隆平院士被成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不仅是中国的
骄傲，更是世界的骄傲，他为人类生存最初了巨大的贡献。
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人的生存离不开吃喝。袁隆平
院士曾说过：“中国人要把饭碗拿到自己的手里面，不要靠
人家，我们现在就是在为自己的饭碗而努力”。

周末回家看到路边的田地里绿油油的稻田，沉甸甸的穗子，
把苗都压弯了腰，偶尔的一阵风，稻穗随着风摆动，我仿佛
看到了袁隆平院士在田边看着稻田丰收的笑容。再过几天就



是稻子成熟的时候，到时候田地里一片一片的金灿灿，每当
这时就想起了伟大的袁隆平院士，他的一生都在为粮食的曾
加产量而努力，与种子打交道，简直就是稻田里的守望者，
虽然他离开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努力永远铭记于心。有
了他的努力和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吃饱饭的幸福，我想大
概以后的每次吃饭我都会想起他。

斯人已逝，忧思长存。他在稻穗下乘凉的未完成的梦，后人
将踏着他的脚印继续前行。

袁隆平案例写篇二

他的一个梦想是“禾下乘凉”：超级水稻个头比高粱还高，
稻穗有扫帚那么大，稻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瀑
布般的稻穗下乘凉。他这个梦想真够高的——不但水稻长得
高、产量高，而且境界更高。被1960年的饥荒刺痛，他研究
水稻是为了能让大家都吃饱饭。他这个梦想也够远的，遥远
得像一个特不现实的神话。从1960年7月发现奇异的稻子，采
花药进行镜检，反复种植、实验，到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
育株，提出三系育种法，从14000多个稻穗中仔细搜索出6株
不育株，两年春播、翻秋，仅有四株繁殖了两代。1970年，
他翻山越岭跟助手到海南，终于找到“野败”取得突破性进
展，1973年育成第一次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
并研究出整套的制种技术。其中，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耐住了多少寂寞的休闲时光，忍受了多少无知无聊者的冷嘲
热讽啊!从三系法、二系法到超级杂家水稻、海水稻，再到落
实研究成果的“三产四丰”工程，他风里来雨里去百折不回，
五十年如一日，累在其中乐在其中。如今，他名满全球，水
稻亩产早超一千公斤，个人品牌价值超过千亿，依然不辞劳
苦在田间忙碌，追求着水稻高产的“上不封顶”。他强
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追
求高远的梦想，是他的使命和幸福的源泉。



科学无国界，他的另一个梦想是：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为
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领导的团队为近80个国家培养
了14000多名技术员，40多个国家大面积种植杂家水稻700万
公顷，普遍增产20%以上。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
地，因为种植他改良的杂交水稻，亩产从每公顷3吨增加到10。
8吨!他还牵挂着吃大米全靠进口的利比里亚，每年花掉两亿
美元，国民才能打牙祭。他要推广杂家水稻，让大家每天打
牙祭。

因为长期在泥里水里穿梭，不用特意健身减肥照样健康。他
身家千亿照样开几万块钱的车仅为代步，甚至穿着20几块钱
的衣服。他根本没心思对那些俗事上心，想想几亿人因自己
的科研成果不再为吃饭发愁，这种普济众生的快乐是任何吃
穿、豪车别墅都无法比拟的。他九十高龄依然踌躇满志，一
息尚存追梦不已。袁老用一生的时间追求梦想，高远的梦想
也成就了袁老不朽的价值。

袁隆平案例写篇三

在当代，又涌现出了这样一位楷模，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
民教师，用真爱点亮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的希望之光，谱
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爱的奉献之歌。从教数十年，她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不因岗位平凡而漫不经心;从教数十年，她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不因工作繁忙而叫苦叫累;从教数十年，
她不忘初心，默默耕耘，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从教数十
年，即使身患重疾，即使步伐颤颤巍巍，她从未退缩，从未
放弃，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
台上。自然击她以风雪，她报之以歌唱;命运置她于悬崖，她
馈人间以芬芳。她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她就是华坪县民
族中学教师张桂梅。

她坚守为人师表、立德树人，愿做一名有温度的“领路人”。



在思想上，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不忘“为党育人”初心，
牢记“为国育才”使命，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在工
作中，她本着学校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坚定个人利益服从学
校利益的信念，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工作;在生活里，她时
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以自己的“言”为学生之
师，“行”为学生之范，言传身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导之以行。

她信仰以爱之名、用心育人，甘做一名有温度的“暖心人”。

华坪县的学生，有些是留守儿童，有些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
子，甚至还有些是孤儿。为了做到特殊学生排查到位、困难
学生帮扶及时，放学之后，她经常抽空去学生家里串串门，
和家长拉拉家常，聊聊育儿经。一天天的接触，一户户的走
访，她很快摸清了班里每位学生的家庭情况，掌握了困难学
生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帮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凭着自己对工作的一腔热血，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无儿
无女的她成了华坪儿童之家众多孤儿的妈妈。

她深感教育扶贫、责无旁贷，望做一名有温度的“扶智人”。

_曾说过，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纵使条件艰苦，她从未打过退堂鼓，没有资金就奉献出自己
的工资，工资用完了，就四处“化缘”去筹措资金，甚至不
惜提前支取自己的丧葬费。路很难走，但她走的很有力量，
她无非是想让她的孩子能够摆脱贫困，用知识助自己立于高
山之巅，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用学识助自己为人杰，
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愿以寸心报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作为人民教师，我愿以
张桂梅老师为楷模，一支粉笔传授知识，两袖清风呕心沥血，
三尺讲台立德树人，四季耕耘无怨无悔，在清贫中收获纯真，
在奉献中享受安乐。



袁隆平案例写篇四

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志永远离开了
我们，举国恸哭、山河齐悲。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
袁隆平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对袁隆平同志最好的纪
念就是学习他的高贵品质、传承他的伟大精神，像他一样做
一粒好种子，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出绚烂之花。

做一颗爱党爱国、热爱人民的种子，在无私奉献的土壤中厚
植初心使命。仓廪实，天下安。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关乎国家命运和
人民利益。让中国人民仓禀充实、餐桌丰富的袁隆平居功至
伟。因从小目睹过太多因缺少粮食引发的灾难，袁隆平从小
便立志“要为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正是因为身怀忧国忧
民的深情厚谊和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感，袁隆平在人生规划
和事业发展方向中不顾家庭反对毅然选择农学专业，一生致
力于杂交水稻研究，将出彩的小我融入到服从国家、人民需
要的“大我”中，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心系杂
交水稻事业。党员干部要做一颗爱党爱国、热爱人民的种子，
学习传承袁隆平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个人的梦想与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将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和人民的热爱转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磅礴力量，把初心使命写在祖国大地和人民心中。

做一颗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种子，在执着追求的土壤中积
蓄信仰力量。梦想是方向，是目标，是前行的动力。要到达
梦想的终点，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心、信念，执着不渝的追求。
袁隆平在实现“让中国人民吃饱饭”的梦想的征程中，矢志
不渝、百折不挠，一生扎根在稻田间。从种下第一批杂交水
稻到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从三系法到第三代杂交水
稻，他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从未止步。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矢志
不渝、从不放弃的信念，不仅实现了“让中国人民吃饱饭”



的梦想，还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让中国科研精
神在世界发扬光大。党员干部要做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种
子，传承袁隆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在本职工
作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面对各种风险困
难和矛盾挑战中迎难而上、向险而行，永不言弃、越挫越勇，
坚定为实现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的信仰、
信念、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新征程上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做一颗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种子，在开拓奋进的土壤中孕
育事业辉煌。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唯有创新才能赢得未
来，才能推动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袁隆平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创新无止境的精神，在杂交
水稻研究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从两系法杂交水稻在
世界领先的保持到在云南永胜创造亩产高达1137.5公斤的新
纪录，从杂交水稻在全国各地推广再到在盐碱地中种出水稻
并创下亩产500公斤的记录，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是他不满足
于现状、勇于创新的最好证明。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显
赫的科学家，却甘于扎根基层，把一生都浸在稻田里，默默
无闻、朴实无华，一生只为“中国人民能吃得饱、吃得好
饭”这样一个看似朴实而又伟大的梦想鞠躬尽瘁。党员干部
要像袁隆平一样做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种子，不满足于现
状，敢于突破思维局限，创新开拓、锐意进取，以追求卓越、
止于至善的精神，敢闯“无人区”、勇攀“最高峰”，在干
事创业中不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

斯人已去，精神如炬。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像袁隆平
一样做一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
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好种子，以实际行动传承袁隆
平的精神和遗志，立足岗位创造不负时代、不负历史、不负
人民的伟大业绩。



袁隆平案例写篇五

我是一名小学生，我是在《感动中国》课外读本上读到了您
的故事后，知道了您就是享誉全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您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攻下了“杂交水稻”的难
题，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安全生产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今天我怀着万分敬佩之情给您写这封信。

“民以食为天”，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粮食的渴望。我们
中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
二。而一粒种子改变了一个世界，袁爷爷您创造了奇迹，将
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了800多公斤。您满怀信心地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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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伯伯都亲切的称呼您为“米菩
萨”。

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您从1964年开始，40多年如一日，全
身心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您领导研究的超级杂交稻项目
正朝着亩产900公斤的预期目标顺利推进。几十年来，我国累
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
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杂交水稻
还被推广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是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
之父”。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住在城市远离农村，
不知道农民伯伯种庄稼的辛苦!更不知道一日三餐所吃的粮食
是怎么种出来的，除了从书本上了解到“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知识以外，就只能通过在农村长大的父母口中听
到关于农耕时节的一些事情。我曾听爸爸讲述过60年代种植
稻谷，亩产都不高，每年的清明节开始从买稻种、下秧、插
秧、除草到收割稻子的整个过程。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到
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直到在您的科学实验带领下，有了“杂
交水稻”的成功，才解决了我国的粮食欠缺问题，现在我们
已经不但是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了!

衷心感谢您袁爷爷!您在农业领域里的无私奉献和付出，才换
来了今天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四十多年来，您和您带领的科
研团队为研发优质高效水稻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付出了
毕生精力!我知道您有一个超级水稻梦，在试验田里种植的杂
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颗粒像花生米那
么大，十万个穗子形成一棵参天大树，你坐在稻穗下乘凉，
悠闲地给我们讲述着盘古开天地以来您的“水稻梦想”!我祝
愿您“禾下乘凉梦”早日实现!也祝愿您国庆节快乐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