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 谈乡村振
兴心得体会(大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
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篇一

（一）政府招商引资，产业扶持有力度

兴安盟依托本地生态、旅游、产业等优秀资源，围绕农村产
业，健全农村产业体系，夯基层、优结构、聚要素、延链条，
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和产业投资力度，引导企业入驻贫困村。
带动当地农民及贫困户发家致富。如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
限公司，依托“有机、绿色农产品输出基地”的战略部署，
制定了“基地+工厂+市场”完整的产业链，生产的酱腌菜、
复合酱、味噌、酱油、食醋五大类百余种产品，先后获得对
自然环境要求非常高的日本jas、欧盟ec等国内外著名权威有
机食品认证，产品出口42个国家和地区，是一家集基地、仓
储、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规模化、专业
化食品加工企业。带动了当地农户1.5万余户。实现了扶持一
个龙头、带动一个企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目标。

（二）善于利用地方特色文化，品牌意识强

乌兰浩特市三合村有机水稻合作社注重“三品一标”品牌建
设，合作社自成力以来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及少数
民族特色文化优势，建立了民俗博物馆等旅游业务，大力发
展民俗旅游产业。同时，这些年村里共持续开发出一万多亩
水田，结合水稻观光形成稻米产业链通过“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带动村民致富增收的同时也进一



步提升“兴安盟大米”品牌的知名度。

（三）生态宜居，旅游业发展的好

注重提升村容村貌，融入传统文化，依托地理位置，打造出
别具一格的乡村民墅、农家乐、文创商品、特色农产品等，
体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
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

（四）基层党建工作做的好

兴安盟义勒力特嘎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路径，以“网
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实
现镇、村、村民三级防控“网格化”管理，家家户户“拉网
式”全覆盖。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提升了百姓安全感和
幸福感。

持续推进农业农村产业全面发展。一是稳步发展一产。在有
效抵御旱、涝灾害和过境台风的基础上，落实好种植者补贴
政策，激发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全力维护粮食生产安全。
二是品质驱动二产。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的产业联结机制。三是创新强化
三产。充分发挥我市边境文化、人参文化、朝族文化等民族、
民俗文化优势，持续挖掘、完善具有文化基底、民俗韵味、
现代元素一应俱全的乡村旅游产业，提升资源与文化价值，
促进城镇资本、人才、技术和管理的流入，促进特色资源保
护与现代村居建设有机融合、交相辉映，进一步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全产业链型经济。

重点打造人参、葡萄、优质稻米、中药材等农业型经济，在
人参产业上，推进人参种植模式多元化、标准化、规模化，
提高人参产品质量；加快集安国家级人参现代产业园建设，
推动益盛企业发展，加快实施人参精深加工仓储等产业集群
项目，研发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打造区域人参品牌，实现



人参生产、加工、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在葡萄产业上，推
进酿造葡萄标准化种植，稳定“双红”“双优”等传统品种
和扩大“北冰红”“威代尔”等优质品种种植面积。建设葡
萄酒庄文化聚集区，开发葡萄酒文化精品景区(景点)和旅游
线路，打造集旅游、观光、度假、娱乐休闲及葡萄酒生产、
文化体验和传播等多功能相融合的葡萄酒产业。在中药材产
业上，积极发展五味子、返魂草、贝母等长白山中小药材。
在果业上，加快发展一批能代表集安本地区风味的名、优、
特等种类。做好标准果园建设，逐年扩大完善生态果园建设，
使全市优质特色标准果园逐年增多，为发展“三品一标”水
果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篇二

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
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
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我认为建设美丽乡村始终都
离不开文化。

文化是生态宜居的守护者。说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看的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的青山绿水是我们耐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遵循自然法则而生存。
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生态文明观，让人们懂得“仁民爱物”，
发自内心崇尚自然，珍惜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守护住我们的
青山绿水。

“乡愁”对于乡村来说是对乡土文脉和故土文化的记忆。乡
愁可能是一棵长在村头的古树，可能是一间破旧的祠堂，可
能是一出家乡的戏曲，还可能只是一位儿时的玩伴。这就需
要加强对遗址遗迹、宗族祠堂、田野文物的开发保护，传承
乡村文脉，让村民在精神上有归属感。让更多乡贤回到故土
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建设美丽乡村。



文化是产业兴旺的金钥匙。乡村产业无论是农业还是第三产
业，都需要注入文化内涵，否则就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平利是女娲故里，中国名茶之乡。当我们的茶饮产业注
入文化内涵，整合品牌力量，平利的绞股蓝和绿茶也会像西
湖龙井、武夷山大红袍一样名扬四海。到那时，我们卖的就
不仅仅是茶而是健康和文化。

谈到乡村振兴就会想到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的持续蓬勃发
展，更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一个地方的历史积淀、气候环
境、风土人情、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构成了一个地方的
地域文化，而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精神
体验。譬如，有人喜欢“大漠孤烟直”的苍凉，有人喜
欢“海上生明月”的意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挖掘本地的
地域文化，让每一个来平利旅游的客人感受到这片土地与众
不同的魅力。

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篇三

四月春光好，正是读书时。”4月25日，在镇党委的推荐下，
在县委组织部精心组织下，我有幸参加了西乡县村党组织书
记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

在成都温江基层党建学院先后聆听了中共都江堰市委党校教
授邓蓉、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建瓴、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董进智，围绕“重塑集体经济组
织主体地位、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如何做好全面脱贫
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等主题进行专题教学。培训期
间，还进行了现场观摩教学，参观了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
郫都区三道堰镇青杠树村、崇州白头镇五星村、道明竹艺村
等多个村镇。通过听取授课，现场观摩教学等方式，学习到
了成都的先进经验，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式，感受了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建设成就，5天
的培训，思想和观念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和提升，受益匪浅。
成都市乡村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乡村旅游等来促进农村发展，



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

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该村从08年以来就坚持“政府引导、
农民主体、规划先行、市场运作”的思路。突出以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为核心，深化发展集体经济。该村通过发展特色农
副产品和手工业，并结合互联网进行销售，以及大力发展观
光旅游业使得乡村振兴发展取得了初步成绩。此后在14年该
村再次扬帆起航，在上级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战旗村启动
了中国农业公园项目，该项目通过整合土地，打造了天府农
业旅游体验地和生态田园小镇。使得战旗村的发展更进一步。

青杠树村是一个集生态环境、田园风光、川西民居、小桥流
水、鸟语花香于一体的特色乡村。20xx年6月，该村启动了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建成了九个川西民居特色农民新聚居点，
按照“高端项目为龙头，农家旅游为配套，都市现代农业为
基础”的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引进了一批农旅融合的产业项
目，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
帮助农民实现了经营性和财产性的双重收益，切实达到了乡
村振兴发展目的。

一是乡村建设要着力做好农村人居环境基础整治工作不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
就是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村容村貌整洁。在实地参观学习所
去到的村庄，无一不是生态环境优美，村容村貌整洁，卫生
状况良好。由易到难，从村庄清洁做起，围绕道路道路硬化、
路灯亮化、环境绿化、卫生洁化、饮水净化、环境美化进行
综合整治，改善村容村貌，保持村庄整洁。

二是乡村建设要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拉长产业链，形成一体
的产业群。美丽乡村的建设重要的是如何发展产业，壮大经
济，让产业兴旺，做到村美民富。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
础，特色是产业发展的动力。要把特色文化发展为产业，进
而探索发展产业的新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的综合乡村体。在本次实地观摩学习中，道明



竹艺村，蒲江明月村和蒲江成佳镇就是很好的优秀示例。道
明竹艺村，顾名思义就是因“竹”得名，该村依托着非物质
文化遗产道明编竹，以设计为媒介，以文创为特色，把看似
普通的竹子拓展了产业生态，实现了致富增收，真正实现了
乡村振兴。而蒲江明月村则是以陶文化为主题，以文创产业
为支撑，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实现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农
民增收。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做到了振兴乡村。蒲江成佳镇
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十分适宜茶叶生产，因此该镇充分利用
这一优势大力发展茶乡文化，丰富茶艺，茶技等多种茶文化
项目，大力吸引游客，从而成为独具特色的茶文化观光区。

三是乡村建设要一以贯之，持续发力。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一
蹴而就，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坚持循序渐进，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乡村建设。该村坚持一以贯
之的推动实施，12年来，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乡村振
兴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成绩，成为了基层党建和集体经
济发展综合推进示范村。

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篇四

全面推进文化振兴，留下乡村振兴的“浓浓乡愁”。主席强
调，要“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
们记住乡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同样，在广大农村，乡村文化是其灵魂和精神家园所在。若
文化不兴，“魂”系何处？主席强调“记住乡愁”，这里
的“乡愁”，就是“魂”之所系、“魄”之所归、心之所向
之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组织党员群众深入学--，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
传教育，广泛开展农民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红色教育和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文明乡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铸魂”。尊重农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和作用，重塑农民对于本土文化的信心与价值追求，
通过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大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注重乡村底色的保持，保护好乡
村这一传统文化的“栖息地”。

持续推动农村群众移风易俗，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
户、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用身边事感染带
动身边人，使文明有礼、崇德向善成为农民群众的行动自觉。
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推进禁赌禁毒，遏制大操大办、厚
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加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实现乡村社会良性有序发展。

全面推进生态振兴，打造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主席强
调，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水光山色与人
亲”，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贯彻落实-精神，
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就要以党建引领生态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发展新格局，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美丽。

生态宜居，规划先行。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推动乡村绿
色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统筹作用，按照自然环境、产业基
础、区位优势、人脉文化资源等特点，牵头制定村庄布局规
划，确保合理有序开发建设，避免抓发展与抓环境治理“两
张皮”现象，进一步完善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振兴石化心得体会范文篇五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
乡村振兴》。文章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乡村
振兴的发展道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用拼搏的决心、刚强的
意志、过硬的本领、无私的奉献让这条路上充分“精、气、
神、蕴”，一起奔赴与创造乡村更加美好的未来。

接续奋斗，绽放乡村振兴路上的“无限精彩”。有句农家谚
语是这样说的，“人勤春早功不负”，这句话启示我们在推
动乡村振兴事业的道路上要谋划在先、担当在先、作为在先，
下好“先手棋”，紧紧围绕农业生产的目标任务笃定前行，
在新的征程上用努力奋斗凝聚力量、绽放精彩。“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党员干部要以热爱之心、奉献之志、担当之能
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广大群众
团结奋进新征程，奠定良好的农业基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党员干部要锚定目标不放松，保落实、聚力量、促带动、谋
未来，以全力以赴的拼搏拼搏姿态躬身实践，用对事业的热
爱凝聚逐梦的力量，接力前行、接续奋斗。

无惧无畏，集聚乡村振兴路上的“深厚底气”。在疾风里生
出逆风飞翔的“翅膀”，在逆境中迈出逆行向前的“步伐”，
在巨浪里划好勇往直前的“破浪桨，以无惧无畏的勇毅姿态
开拓进取，让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子更广更实。“不经一番寒
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党员干部会
面对各色的考验，这些考验是“锻铁之火”“炼金之炉”，
一切艰难险阻与挫折都是初心意志的“试金石”，党员干部要
“主动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勇于“跨栏”，
在实践的“大熔炉”中磨砺自我、锤炼本领，以坚韧不拔的
意志和信念创造出更大的业绩，在奋斗实干中为实现农业的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初心如磐，激发乡村振兴路上的“坚韧精神”。“一脸汗



水”“一脚泥水”的“一”字当头彰显着党员干部的拳拳为
民之心。乡村振兴的发展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只有
解决好群众的难题、办好群众的实事，以“坚韧不拔”的精
神攻坚克难，才能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质效。党员干部要深
入群众及时对接问题，不遗余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面
对面地帮群众算“长远账”，谋划发展之路，打消群众在思
想上的顾虑；手把手教授群众种养殖方法和科学技术，以好
方法好技术为产业发展注入力量；心贴心地讲解具体政策、
专业知识和作物的生长习性、注意事项，让群众能听得懂、
用得好，增强群众在产业发展上的能力水平，提振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坚持到底，解锁乡村振兴路上的“深刻蕴含”。一颗颗吃苦
耐劳的恒心，一个个功在不舍的身影，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
事，没有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坚守尽责的奋斗，就没有
乡村振兴道路上丰硕的成果。作为党员干部，在推动乡村振
兴发展的过程中，要专注于事、奉献为民，扎扎实实地撸起
袖子、俯下身子，以执着之心摸索方法、探寻道路，以专注
之心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不怕山峦巍峨、不怕村道曲折，以
“扎根”之姿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稳步发展，让群众的“钱
袋子”更鼓，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昂扬奋发
的旋律奏响在乡村广袤的沃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