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小问号教案(汇总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观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观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篇一

北方最近连续暴热暴蒸，天气预报说已经是10年之最。裹着
暴热暴蒸走近电影院看《第一书记》，沈浩那件件感人小事
则似给浑身大汗的我洗了一个透心凉的冷水浴，让我彻底走
出聒噪爽遍全身；也似醍醐灌顶，让我走出一个个疑惑，明
白了些许事理。

在沈浩没去小岗任书记时，我就知道小岗村了，那是万里副
总理的试点，是一个很成功的试点。粮食问题是中国作为人
口最多的国家的首要问题，如电影镜头中原明中都皇古城城
门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那四个大字：万世根本。有着“东方
巴比伦”之称的明中都皇古城，在公元1369年由朱元璋下令
修建。朱元璋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更何况700年后今天的政
府。也如小岗村民说吃饱肚子时那开心的笑脸。

后来听说沈浩去了，知道他是从省一级的财政厅挂职选派到
小岗村任村书记。听到有关他的事情很多，有正面的也有负
面的。后来我还专门到网上查找过，当然网上的东西更虚，
有说他在村里不得志、人际关系紧张、经常借酒消愁。昨天，
我带着各种想法走进电影院，从屏幕上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沈
浩，一个感人的沈浩，一个无愧共产党员称号的沈浩。

20xx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小岗村民强烈要求
把沈浩留下来，20多年前集体按下手印的故事再次在小岗村
发生。村民派了10个代表，按下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
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再带领他们干3年。



作为一名选派干部，他能在一个偏远的农村一呆就是六年，
而且实实在在地在那里干事创业。我深深被他执着着自己的
理想、忠于组织和人民感动了，被他为了农村离家六载顾不
上亲人感动了，也被他把最后的时间捧给农村感动了。

沈浩回到省财政厅联系业务。他的同事在有坑时顺利跳进坑
里、升任省财政厅副厅长，没坑时难道他不想坑不争坑。我
以为他会的，因为他感慨“当官的不一定做事，做事的不一
定当官”，不是无奈也不是不平；不是自嘲也不是不屑。当
这位已经跳进坑里的萝卜站在陵前神道上的32对石象生中文
官前，学着文官的样子双手交叉平放在胸前，摆出一副要继
续当官的架子，给人们出了一个当官好，还是当沈浩好的问
题。这个问题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回答。我凑凑热闹回答这个
问题。有坑时就应该跳进去，否则萝卜长不大，甚至窝囊枯
死。只要是萝卜就行，成熟了能吃，能在老百姓的餐桌上加
一道菜。在鸡鸭鱼肉油水偏多，老百姓火气旺盛、普遍“三
高”、体重超标的今天，有一道素菜缓缓火气、平平“三
高”、降降体重，好事，大大的好事。更主要的是萝卜可以
通气顺气，我衷心希望这样的萝卜官多些。没坑时寻找其它
出路，沈浩到小岗，开辟 了一个新天地、有了用武之地、出
了名。君不见后来者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接沈浩的班。

当小岗村的农民们踌躇满志的期待来年的春天时，一声惊雷，
将所有村民震呆了，整个村子顿时陷入一种悲怆的气氛
中。20xx年11月6日，江河含悲、小岗村动容。中国农村改革
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在小岗村临
时租住的房子内去世，年仅46岁。

沈浩一心为公，服务基层，用行动实践科学发展观。他忘我
工作、不懈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群众在干部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
有多重。

友情出演的名角虽不及电影建国大业多，但能有如此众多的



名角给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捧场，可以说明沈浩的地位和他代
表着的几十万村党支部书记的形象。

电影结束了，沈浩的事迹留在我心中。在我脑子里还冒出两
个事。第一个事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其实就不会再事儿兮兮
的，因为中年以后不会再热泪盈眶、不会再问为什么活着这
种问题。第二个事是，中国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人
多事多。我作为一名老百姓，应该在沈浩身上学些什么呢？
学习他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实干精神，学习他把群众的事
挂在心上。话有些大了吧，说点实际的，我希望这样的官多
些，希望已经当官的官们向沈浩学习，不管在什么岗位上，
居庙堂之高則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还希望有机会到凤阳去看看，一来看看朱元璋的老家明中
都皇古城；二来看看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

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篇二

看完电影第一书记，被沈浩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打动。沈浩同
志扎根小岗村六年，从初到小岗了解群众，深入群众为小岗
谋发展，带领群众建设小岗村，他始终坚持遮挡的群众路线
为小岗的发展鞠躬尽瘁，为群众的幸福奉献一切，为党和人
民尽忠尽责。

电影中有一幕让我很感动，沈浩刚到小岗村就很能清楚地了
解村民的情况说出他们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可见这是一个多么
仔细认真的人，他提前做的工作有多少。之后沈浩开始挨家
挨户走访，摸清各家的困难以及村里首要解决的问题。真是
由于沈浩对小岗村先进行了初步了解，尔后深入群众才为小
岗村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为团结小刚群众，加强小岗村民凝聚力，沈浩逐步从小事中
找到切入点深入群众：为五保户送奶牛，帮助村名修房子，
雨天看望贫困居民帮助村民致富给孩子教书等一系列事迹来
深入群众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为的解决村民霸占铲车的



纠纷，他毅然不顾威胁，利用法律武器来收回铲车。虽然在
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了重重阻扰甚至殴打，但他最终用他坚韧
的.精神赢得了铲车，赢得了群众的心，赢得了小岗村发展的
锲机。

在小岗村民团结一致来建设小岗的过程中，沈浩身先士卒，
为小岗村修路，修大包干纪念馆，为招商引资动员村民迁坟，
他用他的干劲、知识来带领小岗人民一起投身于小刚的建设
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修建桥梁的过程中，他竟然要求京
沪铁路停运四十分钟，这甚至会影响整个中南铁路网。为此
沈浩辗转于北京、上海，找各层领导来来回回办审批。最终，
在沈浩的不懈努力下，完成了这个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完成的壮举。

在电影里，我完全为沈浩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对英雄的奉献
精神充满崇敬，更令人值得推崇和学习的是沈浩同志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的做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学习沈浩同志，更进
一步了解群众，深入群众，带动群众，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做好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篇三

5月30日，我参加了街道组织的集中学习省委、组织部部长高
晓兵题为《牢记第一书记的使命和责任》讲话的培训班。高
晓兵同志从选派第一书记的重要意义、第一书记的职责及怎
样当好称职的第一书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选派
第一书记的重要意义即为什么选派“第一书记”。高晓兵同
志从“三个需要”即打好我省新十年扶贫开发战略攻坚战的
需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需要、
为党政机关打造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然后，明
确“第一书记”的职责即“第一书记”是干什么的，就是要
用党的理论和政策照亮农民群众新天地宣传队员，是建设好
党在农村执政的骨干力量的党建工作队员、是当好脱贫致富



的服务队员。最后，怎样做好称职的“第一书记”，一要有
奋发的精神状态，二要有一颗心系群众的炽热之心，三要有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四要有严格自律的良好形象。

通过省委、组织部部长高晓兵的这篇讲话，我感悟颇深，我
认为要当好“第一书记”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勇于担当，把感情扎根于农村。在工作中不拈轻怕重、
挑肥拣瘦，保持“吃苦”在先的工作作风，把吃苦当成一种
享乐，更好的开展基层工作。复胜村是一个产业相对比较贫
穷落后，所以更应该心系群众，与基层干群同吃住，在艰苦
的环境中了解民心、民意，寻找共同致富的道路。要带着深
厚的群众感情，满腔热情地投身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勇于担当组织和群众赋予的责任，努力在农村干成一番事业。

二要真抓实干，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开展农村工作必须坚持
群众路线，学会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要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能生硬地、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村民群
众。“第一书记”到农村任职就是基层干部,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广大群众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面对基层群众的新期待新
要求,要真心融于群众,带着感情工作,耐心与群众沟通,热心
为群众服务,真心为群众解忧,不断提高做好农村基层工作的
能力,真正为群众执好政,掌好权,为农村发展当好参谋,做好
助手。

三要理清思路，大力发展支柱产业。针对复胜村实际情况，
继续发展好水稻种植和莲藕种植，做大做好做强主导产业。
通过联系涉农部门、单位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水稻、
莲藕种植水平。配合县、街道农技部门在该村分产业确定若
干个农业科技示范点，为群众学科技、用科技创造一个好的
推广载体。引导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协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
化程度，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重点建立大米加工和莲藕种植
专业协会组织，创建生产、技术、销售及农资服务载体，提



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总之，要当好“第一书记”，必须解决群众需要之所需，帮
要帮到点子上，给要给到需要上，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认
真踏实的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勇于担当责任，圆满完成
帮扶任务。

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篇四

20xx年11月30日下午, 在党支部的组织下, 做为"创优争先"
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全体党员在影都观看了电影《第一书
记》。故事根据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沈浩日记》改编，
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原第一书记沈浩为原型摄制的。看
完以沈浩事迹为原型的电影《第一书记》，我们深深地被沈
浩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它和许多歌颂英模人物事迹的影片不
同，《第一书记》带给我们更多的不是眼泪，而是内心的震
撼与深思。沈浩以“人”的形象走近群众，以平凡人不平凡
的人格魅力，走进了观众心里。

电影《第一书记》是真实的。它是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优秀村党委书记沈浩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沈浩念家、想家
而不恋家的戏，写得如此真切，让人情动落泪，又让人心生
敬意；结尾 “年夜饭”那场戏更具有撼人心灵的力量：沈浩
要回家过年了，途中被一位老婆婆拉了下来，她的目的只有
一个：她烧了4碗菜，要求沈浩每碗只吃“一筷”。此时，只
见村里各家各户扛了桌子、板凳，端着自己烧的菜都过来了，
将沈浩团团围住。镜头升起，小岗村围绕沈浩，自发地吃了
顿集体的年夜饭，杯盘交错，其乐融融，其情融融。

电影《第一书记》是朴实的。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的一名普
通干部，他已经在机关、在城市待了10多年了。常规意义上
的幸福、安定、舒适，他已经都有了。20xx年2月从省财政厅
下派至小岗村,兢兢业业地发展小岗，3年期满后,被小岗村村
民集体摁手印留任，直到20xx年11月6日，他因积劳成疾，猝



逝在工作一线，年仅45岁。主人公沈浩是是真实的，是朴实
的，更是厚实的，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

电影《第一书记》是厚实的。在小岗村这个中国最基层的农
村，沈浩找到了生长的土壤。电影《第一书记》每一句话，
每一个思路，每一个举措，都表达了沈浩对农村、农民那种
心灵深处的爱与赤诚。他下乡之初，遭到一群既得利益者的
报复殴打，他竟然默默忍受未作追查。有位权势人物霸占了
村里的铲土机不肯归还，筑起了阻挡它开出院子的围墙。沈
浩在难以说服的情况下，并不采用破墙的方法，而是调用吊
车在众目睽暌之下将铲土机吊了出来。沈浩在家里受到妻子
语言上的“挤兑”，在村里受人欺负时显得有点“窝囊”，
在雨夜修缮房屋时会腿脚抽筋不够健壮，在处理迁坟这场戏
中，沈浩对死者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的尊
重，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尊重，以至深深感动了亡者家属，
诚恳地说出了“死人不挡活人道”，从迁坟的坚决反对者成
为无条件的拥护者。

影片最后以女儿汪汪弹琴前的一段告白为结尾。“我多么想
爸爸妈妈一起坐在下面听我的演奏啊，可是，这永远不可能
了……”“一撇一捺写出个人，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红手
印摁出个大写的人，万世根本是做人……”

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篇五

走进贫困村，走进千家万户，走到田间地头?电视纪录片里充
满乡土气息的镜头，一开始就将座无虚席的观众从喧嚣的城
市，带到了淳朴的乡间院落和千山万中。在那里，第一书记
们洒下热汗，留下了一双双沾满泥土的双脚，一个个风尘仆
仆的身影。

南宁市横县石塘镇瑶埠村第一书记伍美新，为了带领乡亲们
实现致富梦，和村民搞起高产高糖甘蔗科技示范基地。然而，
良好愿望并没有马上得到乡亲们的完全理解和认可。“土地



整合后又怎么分？”“平整费用我可不出！”当他和村干动
员乡亲们搞土地“整小化大”建设基地时，乡亲们却不干了，
伍美新好不容易拦住乡亲们，拿出解决方案，才稳住了大伙。
经过一道道坎，高产高糖甘蔗、优质高效桑蚕、高效健康养
殖和百香果种植4个科技示范基地建了起来，还修好了村委大
院和村里的路。村民拉起他的手，唱起了：“你不怕苦不怕
难，从不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

朱慧涛是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去年3月26日，他来到弄塘贫
困村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今年5月，村里要在半山腰的
水源点修建过滤池，他和40多个乡亲，用背篓，背着沙石水
泥，蜗牛似地往上爬。来回上下十几趟，竹子编的背篓好像
要勒进肉里，身体也被拽得随时要人仰马翻。身后的大嫂说：
“阿涛，给你根木棍，当拐杖。”朱慧涛接过拐杖，心里充
满温暖，浑身充满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打拼，朱慧涛带领村
民们致了富，村容村貌和群众观念不断改变。朱慧涛
说：“我们年轻人、知识分子，要仰望星空、胸怀天一张张
图片，一段段文字，一个个视频，充满着激情，奔放着活力，
饱含着深情，撞击心灵。“能改变一个人，一个村的贫困，
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幸福。”不同的第一书记，一样的
决心。只有像“第一书记”那样下到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想
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急，“第一书记”你们是好样的！

他们吃苦耐劳、真情投入，心系群众，踏实做事。他们
是“第一书记”！ 他们做农家人、干农家活，吃农家饭、说
农家话，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他们还是
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们主动融入群众，服务群众，到了基层之后，
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事情做起，模范践行了党的群众路
线的作风和先进事迹，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区扎实开展。每一
个干部也都应该像扎实扶贫的“第一书记”那样，履职尽责，



服务基层，真正做到转变作风，务实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