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篇一

最近有幸拜读了《***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再现了1969
年1月至1975年10月***扎根陕北黄土高原，同人民群众同甘
共苦、情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的青春面貌，描述
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
故事。整本下来似乎是目睹了*****在陕北插队时的成长与奉
献。让我不由想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被感动着，也
被激励着。

***在七年的上山下乡学习生活中，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他真正把自己融入了人民之中，在梁家河村不到两年的时间
内，办沼气、办铁业社、办磨坊、种烤烟、办代销店、打井、
搞河桥治理、打5大块坝地等。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两年时
间很漫长，但若想做出这么多大事实事，两年时间又实在太
短。***在梁家河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之前村子里从未有过的
事，都是便民惠民的事，都是身体力行、苦干实干做出来的
事，这充分体现了青年***苦干实干精神和勇于担当精神。

书中提到，在陕北梁家河要过五个关：跳蚤关、饮食关、生
活关、劳动关、思想观，过关的过程，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更是自我升华的过程。在老三届知青当中，***“年龄最小、
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眼看着一起来的知青陆陆
续续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他一个知青的时候，他还是一如既
往地学习、工作，一点也没有彷徨。这样淡定、从容地面对
未来，是因为在艰苦岁月里，他已经把心留在了延安，决心



无论自己的境遇怎样，都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
不辜负光阴、不辜负自己。就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信念，
让他从平凡的起点开始，走上了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15岁到22岁，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选择在艰苦的陕北
农村度过。正是这七年的知青岁月，磨练了总书记以苦为乐、
敢想敢干的优秀品质，也让他找准了人生的坐标。

作为一名铁路职工，我是车站一名普通的客运员，每天面对
着形形色色的旅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常抱怨工作
枯燥乏味，却忽视了铁路“把旅客当亲人，全心全意为旅客
服务”的服务宗旨，和当时身处梁家河的***相比，我深刻认
识到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更需要像***总书记那样不忘
初心与使命，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每一步。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篇二

《***的七年知青岁月》再现了习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
和成长历程，是一本提升人生品格、锤炼思想觉悟的生动范
本。党支部全体同学进行了认真学习与交流，感想颇丰，现
将交流感想汇总如下：

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纵观***总书记的成长史是一部奋斗史。胡春立说，习总书记
在上山下乡时，从“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
血”到“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的磨
练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陈良栋谈到在七年知青岁月里，
***一步一步地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等难关，
也就是这些经历才锤炼了他坚强意志和毅力。杜君璞谈到，
苦难是一笔人生财富，越是在逆境中越是要忍耐、坚持、充
实自身，只有这样才能成长自我，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
来”。张炎子认为，当代青年不会再有上山下乡的那种历练，
也很少会有吃不饱肚子的担忧，但是同样会碰到“苦”的环



境、尝到“苦”的滋味。作为生活在新时期的青年一代，像
青年***那样，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善于吃苦、不忘吃苦。

二、求知若渴志存高远

酷爱读书，是《岁月》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谈到的对***总
书记的深刻印象。罗绪春说，青年***到陕北插队，只带了两
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成为
总书记知青岁月的生活常态，而且一直坚持，广泛涉猎了历
史、政治、哲学、文学、外交、传统文化等领域的大量书籍，
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严鼎程引用李书磊
的话讲到“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
向学求道之心。”王忠勇结合自身学习生活总结道，要坚持
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研究与宣传的统一。
李卫军认为，个人不仅要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的内在修养，
更要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把握时代脉搏。

三、严于修身勤于律己

总书记是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环境下，
艰难而又准确地扣好这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薄海说，“通过读
《岁月》体会到做人一定要有要求，做人一定要热爱学习，
做人一定要办实事。”冯静谈到了积极人格的培养的重要性
以及克服消极心理的方法，即“扩大人际交往，多和正能量
的人接触，在艰难困苦中自我鼓励，增强执行力”。潘志宏
说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修身律己也来自于祖德
家风的传承和影响。”王大林说“看天气、接地气、有骨气、
没脾气”是***知青时期的优秀养成。

四、脚踏实地心系群众

***总书记“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
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



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黄自立读到***为群众打
坝、修梯田、打井、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帮助老汉拉
车、帮群众找猪、为救治受伤村民而急坏了……这些体现了
同胞情谊、济世之心。朱丹丹讲到“***在梁家河插队期间，
一心想着为当地群众办实事，试图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这种
为人民服务，踏实肯干的实践品格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张志刚也谈到“要崇学尚读，脚踏实地埋头基层，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

最后，组织员辛老师对大家的学习交流做了总结，指出《岁
月》这本书很好，对于引导我们树立远大理想、强化责任担
当意识、传承勤奋好学进取精神、培养爱民为民的家国情怀
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戒骄戒躁，坚定人生信念，把握好人生
定位，吃苦耐劳，勤钻研、多读书，将自身学习、实践与理
论、启示结合起来，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本文来源：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篇三

最近有幸拜读了《***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再现了1969
年1月至1975年10月，***扎根陕北黄土高原，同人民群众同
甘共苦、情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的青春面貌，描述了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故事。
整本下来似乎是目睹了*****在陕北插队时的成长与奉献。让
我不由想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被感动着，也被激励
着。

***在七年的上山下乡学习生活中，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他真正把自己融入了人民之中，在梁家河村不到两年的时间
内，办沼气、办铁业社、办磨坊、种烤烟、办代销店、打井、
搞河桥治理、打5大块坝地等。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两年时
间很漫长，但若想做出这么多大事实事，两年时间又实在太
短。***在梁家河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之前村子里从未有过的



事，都是便民惠民的事，都是身体力行、苦干实干做出来的
事，这充分体现了青年***苦干实干精神和勇于担当精神。

书中提到，在陕北梁家河要过五个关：跳蚤关、饮食关、生
活关、劳动关、思想观，过关的过程，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更是自我升华的过程。在老三届知青当中，***“年龄最小、
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眼看着一起来的知青陆陆
续续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他一个知青的时候，他还是一如既
往地学习、工作，一点也没有彷徨。这样淡定、从容地面对
未来，是因为在艰苦岁月里，他已经把心留在了延安，决心
无论自己的境遇怎样，都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
不辜负光阴、不辜负自己。就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信念，
让他从平凡的起点开始，走上了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15岁到22岁，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选择在艰苦的陕北
农村度过。正是这七年的知青岁月，磨练了总书记以苦为乐、
敢想敢干的优秀品质，也让他找准了人生的坐标。

作为一名铁路职工，我是车站一名普通的客运员，每天面对
着形形色色的旅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常抱怨工作
枯燥乏味，却忽视了铁路“把旅客当亲人，全心全意为旅客
服务”的服务宗旨，和当时身处梁家河的***相比，我深刻认
识到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更需要像***总书记那样不忘
初心与使命，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每一步。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篇四

当我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杨编辑手中拿到“知青岁月”这本盼
望已久刚刚出版的书时，我就被书的封面设计而深深地吸引
着，我顾不上去查找自己写的文章，而是迫不急待的打开封
面翻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一幅幅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知青
生活照片，随着书页的翻动，我的心荡起一阵阵涟漪，这时，
只听杨编辑说：“快看看您的照片吧！挺好看的。”我这才
回过神来，赶紧查看目录，翻到我的文章页《往事回首》时，



才看见原来一寸小照被放大了几倍，看见自己30多年前的照
片和文章被采用并编在书里，心情很激动。我小心翼翼的把
书装好，回到办公室。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学习参考糕、生日宴会、舞会等，更
加珍贵、更加使人难忘。”姜健生（她也是我的乡党）的
《特殊的精神财富》中最后的结束语写道：“可以说三线学
兵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极其独特的一页，是中国铁路建
设史上一部不再重演的故事。

我的随想随着书页的向左翻动，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不
敢与莫伸老师同提，但还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涌动，向大家推
荐此书，这不因我也写了一篇拙文，而是想让当年的知青或
三线学兵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永远记住他们、我
们的生活，记住那个已过去了的年代、记住过去了的那段历
史。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篇五

近日，闲暇之余认真阅读了《***的七年知青岁月》，该书再
现了***扎根黄土高原，在山沟沟里同人民群众同安共苦。情
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的历史画卷。通过仔细阅读，
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一个个生动的
场景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和道义的力量，深深吸引了我，感
染了我，教育了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习总书记书中的经
历让我对扎根农村、追逐梦想的奋斗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理解，现将学习感受总结如下：

一是树立坚定的群众观念。在插队中，他不称自己为“知
青”，而是常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们老
陕”如何如何。一两句普普通通的话语，折射出总书记的植
根群众、融入群众、与群众心连心的品德。***曾说“乡亲们
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当年，我人走了，
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总书记把自己作为黄土地的一部



分，与父老乡亲打成一片，了解人民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
肉联系。如今，是我在基层工作的第三年，这让我深刻意识
到：唯有脚踏大地、才会心里踏实，只有始终站在群众中间
就会有无穷的力量，这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动力源。

二要常怀爱岗敬业的情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总书记
插队在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这是全国1600多万插队知青中
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对此，他义无反顾
地投身到艰苦劳动中，与群众一起放羊、铡草、挑粪、拉煤、
修田，闯过“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
关”。从梁家河一名普通知青到村支书，由于他敢干、勇于
担当，看准了的事能够带领群众干好，最后得到了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尊敬。“做事公道，勇于担当”是群众对***队简单
而最有分量的评价，也是新时期我们基层干部最值得拥有的
品质。

三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从当知青的迷惘、彷徨到离开时的
坚定、自信，习总书记用实际行动诠释如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通过在农村的七年磨砺，他把“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些，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基层
干部，***总书记对待人生的态度，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努
力提升自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