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面桃花相映红丁立梅阅读理解
丁立梅读后感(汇总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观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观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国情备忘录观后感篇一

其实，去年刚播出的时候我就看过《国情备忘录》，感慨良
多。 党组织号召观看，又重温了一遍，又有不少新的收获和
感想。

重点看了创新元素和民生纵横。民生，是一个谈到中国绕不
开的话题。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国家的发展和振兴必
须以民生为出发点。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就要享受
国家强大兴盛所带来的利益。 但现实却是无情的，《国情备
忘录》也反映了很多真实的社会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否认，
新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得到了不断的解
决。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国家常常出
手不凡----砸钱、出政策，不少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观。
但有很多事情，还远远不够，只是杯水车薪，或是解决了冰
山一角，也有的事情并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似乎有些可
笑。国家在不断的强大，财富迅猛聚集，但普通老百姓，尤
其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各种社会福利却总是跟不上
国家发展的速度，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多。

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每一个问题都牵动着千
千万万百姓的神经。我出生于农村，对很多问题更是深有体



会。在农村，多少人生病不舍得看，现在，甚至药店的`药价
也成倍的上涨，多少人因此连药业舍不得买了----要么挨挨，
要么找点草药。 还有那一老一少都有很多问题----有的老人
寂寞地守着空巢，有的被遗弃无人赡养捡垃圾为生，或是老
得腰也挺不起了还在干农活;小的留在家里的无父母看管成了
野孩子，跟着父母在外面的读书却是个问题，小时候没有受
过良好的教育，一生也就这么 给毁了……我不敢奢望民生问
题能一步解决，也不可能，但愿社会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
越幸福。

中国的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远有曾经令人骄傲的“两弹一
星”，近有神州系列飞船和高速铁路。是的，如果要列举一
定还可以列举出一大串出来，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科技成果是
可以数出来的，我并不认为是有多么的发达。我们不能一叶
障目，这些科技的制高点，只是呈点状零星的分布在某些领
域。翻开这些高科技的背后，看看还有多少的问题。大部分
企业没有申请过专利，连年增长的专利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
成果。多少企业没有核心的技术，只是靠着廉价的劳动力，
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而且大部分还是被外国人拿去了。多少
科研经费换来的只是一纸无用的论文，或是成果走不出实验
室。gdp在不断的增长，但其中的多少是被外国人分去了，很
多时候我们只是给别人打工。中国的确成了一个世界工厂，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只是被外国人剥削的工人，如此下去中国
的财富是在不断的增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永远不成比例，
永远跟着别人后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看gdp，我们必
须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向日韩好好学习，真正快速提高科
技实力。

也许我看到更多的是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忽视了成绩。中
国的进步与变化绝对是翻天覆地的，但看到问题往往比看到
成绩更具有价值，更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



国情备忘录观后感篇二

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看过了国情备忘录这部纪念片，可
谓受益匪浅，感慨万分。

这是一部主要描述中国民生和科技创新的大型纪实片，用生
动的手笔和详实的数据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的全景
变化和人民的生活面貌。作为80后的我在看过此片后不禁为
伟大祖国的可喜变化而感到骄傲，更是从深层次感受到了身
上的重任，因为我们在看到祖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的同时，
仍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能够说这让我重新认识了国
情的复杂性，它不再离我遥远，而是让我有了新的视角理解
一些政策和国家的未来发展。

纵观这部纪录片主要分成两部分，即民生纵横和创新元素。
先说说民生纵横部分，古人言：人者，邦之本也。这充分体
现了民生对一个国家重要性，正所谓国情即民生，国情之本，
重在民生，民生乃立国之本。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
各项政策无不体现着民生的重要性，以人为本，关怀民生已
经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资料。尽管当今的中
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较大，看病贵、看病难等重要民
生问题，但我想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的陆续出
台，这些问题都将会被逐步解决。同时我想问题的出现也是
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不断完善也需要必须的过程。正如片中
所说，高速发展的的经济不可避免的给我们带来种种后遗症，
而对基本国情的重新发现和审视，将成为中国经济这艘大船
的望哨和指路灯。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
我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农村人口占据超多比例，农业农
村的发展相对落后，这也使温饱、教育等民生问题逐渐显现，
关注民生、社会公平成为了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刚刚
结束的两会上，民生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教育、医疗、房价
等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成为了大家讨论的最热门话题。



正所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问题时刻牵挂着亿万
人民的心，正如温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切实解
决好民生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
谐。”这一句饱含深情的话语鼓舞了新一代主人的我们充满
期望的应对未来，努力学习致力于祖国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
中去。

拥有着较大的生产潜力，但在企业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依
旧处在最低端的环节当中，核心技术的严重匮乏仍旧制约着
我国科技创新力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在科学技
术的运用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主创新水平取得显著
提高。将神州系列送上太空，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
握太空出舱技术的国家，中国人用几年的时光实现了其他国
家用几十年才能实现的目标，这一跨越式的进步令世界瞩目。
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夕，我国的登山健儿将奥运火种带到世
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历史。从体育角度看，这体现了
中国健儿勇攀高峰的勇气和决心，从另一面，这正彰显了中
国科技的力量和实力。

放眼全球，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科技
创新纳入国策，并予以用心的鼓励。作为新时期主人的我们
更就应清醒的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高自主创新力，
推动技术的进步与运用，进而带动整个民族产业的发展。只
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彻底摆脱“打工者”的帽子，才能使中国
从制造业大国转型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强国。

从改革开放至今， 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新时期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
检阅。2008年我们在灾难过后成功的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向
世界展示了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坚强品质。时隔
两年的这天我们又将迎来上海世博会这一世界盛会，这势必
将成为中国展示自我的又一次机遇。以前我们历经坎坷，以
前我们屡遭磨难，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



决心。经历了经济危机，全球经济迅速下滑，唯有中国依然
坚挺。但是应对国际的好评，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应对激
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居安思危才能不断的鞭策自我向前发展。
我们深知，在荣耀的背后我们还存在许多的问题与矛盾，作
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均经济水平仍然滞后，建
设小康社会的路程艰辛而又漫长，若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我们仍需加倍努力。

看过了国情备忘录这部纪录片，我仿佛亲历了祖国的成长与
发展，我感受到了我们生机勃勃的发展中所饱含的艰辛和无
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以史为鉴，面向
未来，踏着坚实的步伐，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求实进取、开拓创新，昂首走向完美的未来。

国情备忘录观后感篇三

《国情备忘录》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作的一部大型电视
纪录片，就当下中国的人口、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
社会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我国国情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进行了客观详尽的表现。

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国情备忘录》观后感，希望能带给
你启发。

《国情备忘录》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作的一部大型电视
纪录片，它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之谜、人口大计、农字当头、
苍茫大地、资源扫描、山水之间、民生纵横、创新元素，以
及中国脚步等九集。《国情备忘录》就当下中国的人口、三
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社会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我国国
情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详尽的表现。这是
一次全方位展示中国国情的基本状况，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
的发展元素。



通过在课堂上的观看以及课后自行观看，感想、感慨和收获
良多。下面仅以第七集——民生纵横，简单谈谈自己的体会
与感受。

中国的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远有曾经令人骄傲的“两弹一
星”，近有神州系列飞船和高速铁路等。但我们不能一叶障
目，这些科技的制高点，只是呈点状零星的分布在某些领域。
翻开这些高科技的背后，看看还有多少的问题。大部分企业
没有申请过专利，连年增长的专利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成果。
多少企业没有核心的技术，只是靠着廉价的劳动力，榨取工
人剩余价值，而且大部分还是被外国人拿去了。多少科研经
费换来的只是一纸无用的论文，或是成果走不出实验室。gdp
在不断的增长，但其中的多少是被外国人分去了，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给别人打工。中国的确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千千万
万的中国人只是被外国人剥削的工人，如此下去中国的财富
是在不断的增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永远不成比例，永远跟
着别人后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看gdp，我们必须尽快
实现产业的升级，向日韩好好学习，真正快速提高科技实力。

当然这里讲到的更多的是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成绩。
中国的进步与变化绝对是翻天覆地的，但看到问题往往比看
到成绩更具有价值，更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

中国，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曾经辉煌，也饱经风霜。
如今，中国已经是有着13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制度建立后，我国受苏联影响，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
显然，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我们能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
运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政企职责不分，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权利过于集中。这就造成了企业
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针对出



现的这些问题，中央领导一直在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
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和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发
展。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只有2165亿美元，到2006年已
达2.63亿万美元。至2008年，我们的经济总量突破了30万亿。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百年难遇的雪灾，512的
大地震使我们痛心疾首，但我们仍然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盛大
的奥运会，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们的经济总量仍然再增
长。我没有世界之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我们能建华丽的景
象奇观。我国的资源是丰富的'。铁矿资源、石油资源、煤矿
资源等等，都排在世界前列。这是令我们值得骄傲的，所以
我们自已为的称自己“地大物博”，虽然我国的自然资源储
量丰富，可是除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
想这只能叫做“地大物薄”了吧。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到处
都可见垃圾，被污染的河水，被沙化的土地，一个个被开采
过又被抛弃的大坑，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什么?难道我们没有尝
到过自己种下的恶果吗?记得温总理说过，任何一个小问题，
乘以13亿，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多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
就只剩下少量了。在那些落后的地区，人们喝不上水，用不
上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也是中国的国情。

实际上，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滥用资源为代价的。有些
资源已濒临枯竭。我们也有拯救措施，南水北调，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要先污
染后治理呢?搞经济发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富裕，可是就可以
盲目的发展而让人民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下吗?这不是我们
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真正落实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以
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
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下午进行了党课学习，内容是《中国十年》，通过本次
内容的视频学习，让我获益匪浅。视频从中国农业，工业，



就业等方面阐释，详细而透彻，使得我们各党员同志对新中
国的发展史有了全面的认识。在视频中谈及的方方面面中，
就业问题让我尤为深刻，想就此发表自己观点。

作为一名07级的大四学生，对就业问题尤为关注。大大小小
的招聘会下来，严峻而残酷的就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有
关就业压力，在下午的讨论会中，欧阳斐婓同志所提的观点，
我尤其信服。她说道“就业形式严峻，且高级技工性人才需
求量大，这使得我们此类人才就业更为艰难。事实上，在亲
历过招聘会的同学都有体会，公司单位对我专业人才要求是
综合性的，如计算机二级，四六级等。所以我们只有完善自
身，使自己更全面才能应对好此形式下的压力”

诚然，此观点带给我们启示是指引性的。但，在就业问题上，
作为一名大学生，应拓宽自己视野，将自身置于另一高度，
即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自身就业，如从事公益性事业，
如西部支教，等等。不仅使自己在实践能力上获得了提高，
更是为社会国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学生党员自身任务的艰巨性，
在往后的学习工作中更加努力提高自己，真正尽好一名学生
党员的义务、责任。

国情备忘录观后感篇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有七亿三千万农夫，如斯宏大的数
目也决议了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问题。能够说，解决三农问题
就即是解决了关联全部中国前程乃至世界发展的大问题。作
为这七亿三千万分之一，我在观看《国情备忘录：农字当头》
之后，也想谈谈本人的一些主意。

在纪录片中，八、九十年代的材料不禁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的
生涯，对照现在，确切有了天翻地覆的变更。记得在90年代



初，我们还没能解决饥寒问题，常常吃不上饭，生活无比艰
难。

国家始终坚韧不拔地为乡村、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也做了很多
尽力，从尽力而为地激励家庭联产承包、减税补贴、到废止
农业税，勉励搀扶乡镇企业，领导农民就业更加科学化，多
元化，使得农民的生活过的好了许多。

不外目前农村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城乡发展失衡，
是新时代农民面临的新问题。

农业是工业之本，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民。当初工业，城
市发展起来了，也是时候要拉农民一把。目前造成农民窘境
的起因是多样的，只有兼顾统筹，发明及时，抓重点，能力
更有效地找到解决的方式。首先是农民本身的问题，很多农
民都是世代被约束在土地上，正如纪录片里面的一位陕西农
民，他这样说的：“我是农民，我就种食粮，做生意我不行。
”

农民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只有
相干部分始终坚持苏醒的脑筋，认清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
题的紧急性，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新世纪中国最大的无硝烟的
战斗。

国情备忘录观后感篇五

《国情备忘录》以实事求是的立场，客观描述了我们的国情，
这段视频把认识国情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国情是我
们制定科学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制定和实施政策所必需直面
的现实，而对国情的认识也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力量，振兴
民族的关键。该视频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股学习讨论《国情
备忘录》的热潮。我们管理工程学院也组织开展了学习讨论读
《国情备忘录》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仔细观看了这个视频，
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实际知识。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像19世纪末的美国、二战后的日
本、20世纪七十年代的韩国，以其经济奇迹而令世界瞩目。
但我们的脚步后发而先至。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讲中国之迷，
都在谈论中国奇迹，解读中国奇迹，解读中国之迷，关键在
于解读中国国情。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
家之一。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
济总量中的比重1978年还不到1%，2008年已超过6%。今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
消费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中国是个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个资源“穷”国，因为人口
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农村改革近30年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
提高到4140元，年均增长7.5%，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4007万人。但是农民收入总
体上仍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我们
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比如不断攀升的老龄化人
口、步步紧逼的耕地红线、人均占有量低的煤炭等资源，就
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民生问题。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面对
的环境，也已经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
虽然我们面临着种种的难题，但是我们在探索中前行的脚步
从未停止。

国与策，是基于国情的一种智慧。在中国，我们提出的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探索着一条
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今天的中国，正在自己的国土上，
化解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拨慢
人口钟、取消农业税、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农村医疗保障
制度、大力促进就业，面对一个个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我们
胸有成竹。因为我们确定了基于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观。



六十年的辉煌，让我们自豪，六十年的成就，让我们喜悦，
看罢《国情备忘录》，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越走越宽，中
华崛起的梦想指日可待，和谐社会的幸福图景将呈现在每个
中国老百姓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