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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过年心得体会1000字篇一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一个企业能够得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离开了文化的浇灌，企业便像无源之水，是无法长久的。企
业文化发展至今天，大家已普遍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企业
所有成员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企业文化建设的真正
功效在于以优秀的文化教化人、转化人。中国的海尔集团、
邯郸钢铁公司、美国微软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等，他们创
造出的奇迹和成功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
的不朽之柱，文化建设有着潜在的凝聚力量，它不仅仅能给
企业带来一种精神，而且能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培
育企业团队精神，为我们员工作导向，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
效益。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如何宣讲东方公司企业文化来谈谈个人
的心得体会。

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应该秉承公司的优良文
化传统，南航企业文化核心理念“csair ”包含着“顾客至上、
尊重人才、追求卓越、持续创新、爱心回报”五个核心价值
观。以及“成为顾客首选、员工喜爱的航空公司”的愿景使
命，是适应“为公司战略转型提供文化支撑，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管理水平，增强全员凝聚力、建设和谐南航”的发展
需要而形成的，体现着南航的现实文化结果，也反映了公司
未来发展的需求。是我们企业和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发展
是我们的第一要任，具有强大核心的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公司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1. 顾客至上----一切以顾客为重，为顾客所想，为顾客提供
最满意的服务。

2. 尊重人才----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只有尊重人才培养人才
企业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

3. 追求卓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追求卓越一直是我们的
目标。

不断推动理念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各方
面工作创新，才能实现新的发展，创造新的辉煌。运用先进
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业绩，去拼搏，去创造。

回报企业，因为只有企业发展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展。

企业文化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
产。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今天，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重大，任务艰巨。我一定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
大精神为指导，明确目标、振奋精神、求真务实、扎实工作，
全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为维护院区的和谐稳定、为xx公司的不断壮
大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过年心得体会1000字篇二

春节年年过，如何过出新滋味，需要开发想象、大胆创意。
安徽合肥的一处公园庙会把网上流行的农场收菜搬到现实，
让人们体验现实中的“农夫生活”;广东佛山的创意春节庙会
通过现代手段模拟传说中的“桃源仙境”，将时尚与现代艺
术注入传统民俗，引人关注。

虎年新春，各地庆祝活动中频现的新鲜创意，不仅丰富了节



日文化娱乐活动，增加了节日的喜庆色彩，更让这个传统佳
节多了几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只有不断添加符合社会潮流、反映时代特点的新内容，传统
节日就能够不断获得新鲜血液，不断展现勃勃生机，不断产
生迷人魅力。近年来，从回乡迎新到出门旅游，从观看央视
春晚到网上春晚、家庭春晚，以及短信拜年、网购年货等等，
各种新鲜时尚、充满创意的过年方式，让人们尽享时代进步
带给生活的种种便利，重新体验春节长假的温馨与惬意。

我的春节我做主。追求过一个创意新年，反映了人们对传统
节日文化新的需求。年画、剪纸、春联、鞭炮、年糕等等，
这些千年不变的年俗，让春节散发出浓郁传统风味的同时，
或多或少也让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感觉有些“老套”。用
创意创新，在创新中重新开掘传统节日的深厚文化底蕴，既
让传统年味变得更加浓香，也让节日文化活动红火起来。

创意过年，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
最富特色的文化，是炎黄子孙的文化之根。传承并发扬好这
一重要的传统文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早在20_年，国
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把春节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今年1
月8日，国务院又举办“春节文化论坛”，探讨如何保护弘扬
春节文化。不少地方政府也尝试开办各种展览、组织各类民
俗表演等，丰富群众节日生活。各具特色的春节文化表演娱
乐活动，不仅丰富了国内群众的节日生活，而且走出国门，
让海外华人感受祖国文化的亲切，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华文化
的丰富内容和独特魅力。

创意过年，离不开个人开动脑筋，提供创意。只有大家都为
春节“新民俗”支招，传统的春节才能越过越有“味”。今
年春节，很多网民积极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通
过网络媒体感受过年祭拜文化的真谛;北京等地在现代商业街
区举办传统的庙会文化，古典与现代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现代化的都市里洋溢着浓浓的新春文化气息。

过年心得体会1000字篇三

近期，国外疫情仍在肆虐蔓延，国内各地疫情出现零星反弹
的现象。多地党委政府发出“严控聚集性活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企工作人员带头就地过年”倡议。在春节即将
到来之际，发出这样的倡议意义重大。在这个关键时刻，党
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把党委政府的决策落到实
处，筑起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警内惕外，绷紧思想之弦，做好防控政策的“宣讲家”。

目前，即将进入冬季最为寒冷的节气，科学研究表明，冬季
比较适宜新冠病毒生存，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党员干
部作为党委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要绷紧思想之弦，严把防控
底线，不给病毒传播留余地。首要的就是要做好政策宣传，
一方面要做好个人健康防护，保持社交距离，正视风险，不
恐慌、不大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把党委
政府的政策宣传到位，发动周围群众、带动干部职工落实防
控措施，不举办大规模的聚集活动，减少外出、减少流动。
确保外来主动隔离、在内防护有效、科学饮食保健康。

划地为“牢”，落实防控措施，当好落实措施的“表率者”。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在年初的疫情防控中，我疫
情防控的们总结了务实有效的疫情防控经验，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其中，减少人员流动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面对当前形势，一方面党委机关、企事业单位要
严控大型会议的数量规模，尽量不举行大型会议和活动，全
力做好节日保障，打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党员
干部要带头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大操大办聚集活动，减
少不必要的聚会活动。工作期间落实好个人防控措施，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减少人员来往，以身作则带头落实防



控措施，克服疫情防控的“破窗效应”，在全社会形成科学
防控的浓厚氛围。

“网”叙乡情，推广“云”端过节，担当舆情防控的“排头
兵”。

春节是中国人举家团圆的日子，春运成为了世界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
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走亲访友成为了春节期间交通流
动的输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云过节也
成为了新时代过节的风尚。面对形势不明朗的防控形势，春
节即使过节也是考验，党员干部要做好防控的排头兵，带头
就地过年，在云端寄托乡情，在网上共叙亲情，引领广大人
民群众做，减少不必要出行、不走亲访友，不前往高风险地
区和出境，同时，要做好网络舆情工作，不听信、不散发不
实的涉疫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对待疫情，遵守
社会公共秩序。

过年心得体会1000字篇四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为主要并重要的节日之一。许多周

游四海的儿女和出城挣钱养家的劳动人民都要回到家乡

和家人团聚！在乡村里，各家各户都要杀猪宰羊，再请

上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吃上一顿，然后再放放鞭炮什么

的。年味异常的浓。当然，今年也一样喜庆，还有……

快到除夕了，我那小小的激动实在是按捺不住，真想

早点到。



一眨眼，除夕之日到了，那是一个大清早，一阵“噼

里啪啦”的爆炸声打破了我的美梦。“谁呀，大清早的

放什么鞭炮啊？”我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句。我便慢慢爬

起床，吃过早饭，便来到楼下“晃悠”了。只见新奇鲜

杂货店前人山人海。爱凑热闹的我便左挤右挤，硬是钻

了进去。嘿！竟然是一大堆的烟花爆竹，我想：好久没

有放烟花了，买完，便拽着‘战利品’奔回家，只好无

奈地等着夜晚的降至。

星星，月亮爬上夜空，我便拿着‘战利品’冲下楼

，当十二时钟声敲响时，我拿着一串挂好在竹竿上的“

500响”站在空地上。心里美滋滋的想“毕竟，小区里

不可能有放这500响的”。可刚刚要放，只听见一阵阵

爆竹声，把我吓了一跳。一分钟后才回过神来。于是呼

点燃了自己的烟花，可是才响了半分钟就没有了。对于

刚才的3000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正叹惋时，

又有好多好大的烟花争相跃到黑夜上空，把一切都照亮

了，我也不甘示弱，点起“七彩筒”来。欢笑声，祝福

声，烟花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城市夜间的宁静！



城市的发展，日益繁荣，真可谓“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初二:王希琳

上一篇：门

下一篇：游云台山

过年心得体会1000字篇五

不过，“此心安处是吾乡”，春节期间，“原年人”花式过
年，也过出了“新年俗”“新年味儿”。如以往走家串户的
线下拜年被网络“云拜年”等方式取代。可以说，特殊
的20xx年新春，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年俗的大变迁。

其实，年俗一直就是流变不居的。从农耕时代到工业社会，
再到如今的网络时代，年俗的变迁一直在进行，并且随着社
会变化的加快而加速演变。曾几何时，网购年货、线上抢红
包等还被称为“新年俗”，但如今这些早已经成为常态。而
今年春节期间，云团聚、短视频拜年又成为新年俗。如某短
视频平台数据显示，小年到初四，平台拜年视频为1.3亿个，
同比增长11倍；此外，媒体报道称，由于就地过年的流行，
不少年货快递从“老家”反向流向城市。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特别的分量，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内
涵就是团圆、团聚。但是，团圆的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曾经它意味着年轻人从工作地回到老家与父母团圆，
后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父母“进城”和子女团
圆。而在就地过年的倡议下，今年春节期间，不少人是
在“云端”和家人团聚。抢红包、在线喝团圆酒、短视频隔
空拜年等等都让团聚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今年春节1亿人原地过年成“原年人”，这首先当然是因为疫
情防控的需要，但其也未尝不是深嵌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之中。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量自20xx年达
到峰值x亿人后，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越来
越多的人本来就因为城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原因告别
了“家”与工作地分离的状况而选择“就地过年”；此外，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服务的升级，也让团聚可以更
方便地进行，未必每个人都需要在春节这样一个时刻“回
家”，或者说依赖于线下的团聚。

事实上，年俗本身就是应时而变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方式
变迁的一个缩影。比如，今年春节的相关祝福视频中，排第
一位的主题就是健康，而不少地方也提倡团圆饭用公筷，这
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无疑有直接关系。而直播年夜饭、短
视频拜年等成为一项新年俗，也与我们业已习惯的互联网生
活，形成了一种呼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短视频拜
年，还是抢红包，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春节期间的一种特
别呈现，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年”“年
味”“团聚”等的表现形式和内涵都在被重新定义。从通宵
达旦地排队购买火车票到高铁、自驾的流行，从打电话到直
接语音，从发短信到录制短视频，从网购年货到家乡邮
寄“年货”，我们都在不断创造新年俗，也在适应新的年味。
正是在这种传承与创新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春节历久弥新，
一代代人也以此积蓄前行的力量，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