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 国家公祭日
心得体会(精选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篇一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定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大屠杀死难
者。

在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84年前古城
南京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惨案，仍是让人不忍卒读。和平
来之不易，国耻勿忘，历史必须铭记!南京大屠杀带来的伤痛
从未被时间抹去，人们对国家公祭日这个纪念日的认识也越
来越深刻。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缅怀过去、扶慰民心、顺应民意的措
施。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
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在向全世
界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就如欧洲一
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难者一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多么重要。国耻难忘，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国家强大、民族振兴，才是对侵略者最好的回击。忘记
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历史不会因时
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悲痛会随时
间久远而湮没，但历史的启示不会。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铭记历史、唤醒记忆、开创未来的举
措。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
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
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如果说南
京大屠杀是近代悲剧的极致，那么当历史翻开这一页，我们
最终看到黑暗的离去和光明的到来。筑梦中国，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历史使命。我们当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
至上，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把爱
国奉献的热情转化为创造创新的不竭动力。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传
承。国行公祭，拉近了远去的硝烟，重温了民族的苦难;国行
公祭，不为宣扬复仇与怨恨，是为唤起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
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将聚
集在一起，以沉重的心情缅怀逝者，但人们知道，这不是在
宣泄情绪，不是在倡导民族复仇，而是提醒每一个人，避免
历史悲剧的重演。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让中国人民更深切
地体会到国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体会到国家统一强大的重
要，让民族精神提升，让中国人民更加爱国。

“卅万冤魂招不去，百年凄雨惕重来”。一年一度的国家公
祭，恰如振聋发聩的警钟，提醒人们：历史记忆需要时常擦
拭，人类道义需要不断砥砺，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每一
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铭记南京的疼痛、南京的眼泪;每
一个中国青年要不断前行、振兴祖国的动力。

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十二月十三日，是国家成立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七
十七年前，日本对中国大举进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导
致三十几万的中国同胞牺牲。设这个国家公祭日，并不是为
了让我们带着仇恨，而是让我们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邻居王奶奶：日本那些强盗，在中国的地盘撒野，太可恶了，



简直就像没人性的禽兽!

邻居吴叔叔：这些日本鬼子，实在是太坏了，烧杀抢掠不说，
到现在还在抵赖，想埋没真理，明明杀了三十多万中国人，
却说只杀了十到二十万人。难道十到二十万人不是人吗?你们
凭什么这么说?你们为什么不敢作敢当?在强国面前是只老鼠，
在弱国面前是只老虎!

邻居陈同学：日本人像一群发了疯似的老虎，清朝的皇帝更
是腐败无能，居然看着这么多人白白牺牲，却无法报仇!

其实，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他们如此惋惜
与愤怒，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篇三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是统领
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基本法律，对于依法维护国家核心
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落实重点领域国-家-
安-全政策，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国-家-安-全法
治，建立国-家-安-全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
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
端宗教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
国防等安全。”通过学习《国-家-安-全法》是我对国家总体
安全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

一、充分认识制定国-家-安-全法的重要意义，依法维护国-
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



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
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制定一
部应对国-家-安-全各种威胁和风险，统领国-家-安-全各领
域工作的法律，是维护国-家-安-全紧迫的现实需要。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集
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在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是在正确把握国-家-
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国-家-
安-全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并对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提
出明确要求。为有效推进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国-家-安-
全制度体系，明确和规范国家机关、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
安-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合
力，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任务
和制度，依法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制度
体系。国-家-安-全法的出台，可谓正当其时。

权利和义务。该法涵盖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军事安全、经
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是一部集内部安全与
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于一体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律。

国-家-安-全法共设置了“总则”、“维护国-家-安-全的任
务”、“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国-家-安-全制度”、
“国-家-安-全保障”、“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及“附
则”7章84条。其中，总则部分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
本原则。

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才能有效推进国-家-



安-全工作。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
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
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
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的职责写入法律，是党依据宪法法
律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
一致性。

安全法治化，今后还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立
起完善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必须坚持协调统筹原则。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协调。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
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
共同安全。

《国-家-安-全 心得体会》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篇四

今日是南京大屠杀x周年纪念日，也是第x个国家公祭日。山
河肃穆，草木含悲，我们共同缅怀遇难的30万同胞，牢记中
华民族的苦难岁月。今日，中国已经强起来，但“落后就要
挨打”的教训不能遗忘。让我们从历史中获得前行力气，共
同开创美妙将来。

南京大屠杀，犹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是历史留给某个国
家的伤疼，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伤痛。我们以国家公祭日的形
式悼念，不是要咀嚼战斗苦难，不是要连续历史仇恨，而是
要守护真实的历史，是要保留这段屈辱与奋起的民族记忆，
是要培育大国公民应有的历史价值观，是要唤醒全世界爱好
和平的人们守护好人类和平。“历史不应当是记忆的负担，



而应当是理智的启迪”，我们不忘历史、牢记苦难，是为了
警惕历史反复，从历史中吸取才智启迪，获得开创将来的精
神力气。

x年过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并未结束。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
到参拜二战战犯，再到解禁集体防卫权、架空和平宪法……
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
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急。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的
公然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破坏。中国坚持走和
平进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但是爱好和
平并不等于纵容罪恶。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绝不
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x年过去，那些逝去的同胞，无法看到中华民族在屈辱中的奋
起。中国不再是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不再是进展落后、任
人欺凌，而是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矗立在太平洋东岸。
落后就要挨打，进展才能自强。今日，我们离民族复兴的幻
想从未如此之近，此时我们更要牢记历史、戮力同心、共襄
进展。只有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中国，才
能保卫每一个国民的平安，才是对死难同胞的最好安慰。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进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进展仍
旧是时代主题。与时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存在，
爱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这也预示着，“落后就要挨
打，进展才能强大”的推断没有变，全民必需要增加忧患意
识，牢牢把握进展主动权。

战斗虽已远去，但历史不能遗忘。警报响起!勿忘国殇，是为
了更好的面对将来。

国家政策的心得体会篇五

1937年，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前夕，20多位留守南京的正义外
籍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现在的南京师



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为界，在战火中的南京市中心设下一
片“安全区”，先后庇护了25万多名南京难民，使他们免遭
杀戮。

当天的徒步线路全长8.2公里，环绕当年的“南京安全区”边
界: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出发，途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五台山丛葬地、拉贝故居、鼓楼医院、宁海路5号、
宁海中学最终回到南京师范大学。

魏特琳是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名美籍教师，在南京大
屠杀期间，她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离开南京的宝贵机会，在
如今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免遭
伤害。

在今年的徒步队伍中，也有更多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