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三进三同心得体会

我记忆最深刻的活动之一是10月我们部门组织的农家乐。活
动前，各班10位同学（包括班干部）分成4组，然后一起到菜
市场买菜、饮料等活动用品。到达农家乐场地后，大家洗碗
的洗碗，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开始忙起来……最精彩
的便是炒菜的过程，一个人负责生火，“大厨们”负责炒菜，
“服务员”负责端菜，“闲人”负责守护各组的菜，防止他
组的来偷菜吃。最后，当然是享受美食啦！看到自己的劳动
成果，大家都露出来灿烂的笑容，吃得美滋滋的，笑声飘扬
在农家乐的整个上空。

另一个我一想起就兴奋不已的便是班上组织的“自行车―老
校区之行”。租好自行车后，有单个骑的，有男生搭女生的，
所有自行车排成一排，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路上，谁骑累了
就换人，我沿途边看风景边把大家骑自行车的风姿拍下
来……开心有时很简单，同学，单车，便是完美组合。虽然
累了，可我们真的放松了，笑了，真好！

“三进三同”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
是它丰富了我这段时间的生活，在时间长河中为我留下了一
段如此美好的回忆！

因此，我想说，“三进三同”活动达到了学校开展活动的目的
（进一步深化全院共青团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切实加强共青



团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密切联系广大青年学生，着力提高团
组织青年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信工系学习部副部长“三进三同”活动心得体会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着不同的付出，有着不一样的收获。现
在回想自己组织开展，自己参加的活动，总有着一种不同的
感受。看到别人的成就而羡慕，看到自己的付出被别人认可
而感到欣慰，看到能帮助同学们搞好学习而感到自豪。当然
这些都离不开系部领导老师的指导和安排，从他们那里总是
再一次活动下来得到各方面的锻炼。

具体活动如下：

5月信工系各部门一起组织举行了五、四表彰大会。通过现场
同学、老师、书记、领导的发言，及最后的颁奖，让我们认
识到了我们系的优秀实力，让我们非常自豪。通过这次五、
四表彰大会，我们认识到了系部的优势，也看到了一些不足
方面，相信在以后的发展中坚定不移的努力会让本系更加优
秀的发展。表彰大会给了很多人继续努力的自信。(心得体
会)五、四表彰大会也让我见识到了别人的成功，也激励了自
己好好努力的想法，相信以后自己也有机会站上那个颁奖台。

209月信工系各部门包括学习部积极参与了迎新活动，给每个
大一学子提供了各项帮助，为他们解决了不少刚进大学面临
的难题，也给家长解答了各项问题。通过迎新活动，看出了
我们老一届学子的那一份感恩的心情，也见证了这一切，但
是由于系部人少的原因，有些帮助还是没有进行得很好，下
次一定再接再厉。迎新活动总的来说进行得很好，让新一届
学习对本学院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他们做好了
各项工作的引导，希望以后能带领新一届的学子一起为学校
努力。通过此次迎新活动，我看到了每个学长学姐的那一颗
善良的心，值得每一个新生好好学习与借鉴。



年10月信工系举办了多项活动。10月12日学习部举办了第七
届青年学习节风采展，主题“励志求索，追求卓越”，活动
内容“打字比赛，e家人免费电脑维修技术组现场维修服务”，
学习节书刊活动“年轻人―第一师范”，学习节“我是大主
播”主题班会，由于具体实施时遇到的突发状况没有及时好
好解决，风采展现场有点混乱，大家积极参与性还有待提高，
以后做事还是得好好理清思绪，做好充足准备，和大家尽量
多交流，要学会稳得住脚，不要总是自乱阵脚。总的来说此
次活动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功，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系的学生
对于打字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有利于我系的同学提高学习
积极性，更加有利于我系学风建设的开展，收到了实效。在
以后的活动中，我们将更加努力，认真总结经验和成果，以
取得更大的进步。相继还有10月25日的学风建设动员大
会，10月24日的“我是大主播”团课。

2011年11月也举行了多项活动。2011.11.11到2011.11.13学
院组织的秋季运动会，总共三天时间，参与的团员有比赛的，
有后勤的，有参与宣传及准备工作的'。当地团员工作积极参
与，比赛认真、努力、精彩，尽全力参与了工作的开展。运
动会期间，各团员积极参与各项后勤工作机比赛，通过此次
运动会看到系部团员之间的团结和谐以及集体荣誉感，让大
家有了更大的信心去建设系部，当然在体育强项方面我们还
有待加强。希望大家更加积极参与这些有益身心的活动，让
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证明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运动会，让我感受到每个参赛选手的魅力，他们的实力是我
们不容小觑的，也让我看到了我们系的团结及集体荣誉感，
我坚定的相信我们系的未来路会走得更加精彩。另外也相继
还有“学风建设”主题班会，微型授课大赛等等。

经过对这么多活动的开展与组织，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提
高了很多，明白了副部长要严于律己，不断增长自己的见识，
争取责任与能力并存。只有责任，才能让我们拥有勇往直前
的勇气，才能使每个人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使每个人
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只有那些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有可能



被赋予更多的使命。管理的工作要求我们做一个有责任心的
人，敢于担当责任，力争把细节做到完美，并在责任感的驱
使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不断超越自我。
我更懂得了“要待人以宽，要有容人之量”，不要患得患失，
不要斤斤计较，要多做奉献，多讲付出，培养良好的道德情
操，坚持以坦诚的胸怀团结其他人。我也开始懂得不断总结，
不断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总之，通过多
次活动的开展，既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也提高了我的个人处
事能力，我将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努力，争取做到更
好。

信息科学与工程系学习部副部长

肖维柱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按照县局开展“三进三同”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的要求，5
月24日――5月30日我与所里其他同事在所长带领下，来到光
明村与基层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多次深入走访、
自觉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作息，深刻地了解到农民生产、
生活情况，真实地感受了农民生活。给我的触动很大，有了
一些肤浅的想法：

第一，勤字当头，勤劳致富。

我们住在光明村村长家，在向村长了解了光明村的大致情况
（包括生产、生活、全年人均收入、该村的幅源状况）后，
经过一周翻山越岭的走访，感觉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
统农耕已经远去，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勤劳的，在党的富民政
策引领下，通过勤劳的双手，一家人日子过得还很实在。该
村村民杜正龙几年前还住在邻近一个偏远的山凹里，家里十
分贫寒，经常为生计而愁。如今的杜正龙举家搬迁出深山，
不等不靠，来到交通和取水较为方便的光明村，办起了一个



仔猪养殖场，年纯收入达到20多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
专业户。难能可贵的是杜正龙的猪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用猪粪生产沼气，沼气池沼渣种蔬菜，
蔬菜除向市场销售外，部分粗菜叶用于养猪，实行了良性的
循环生产。现在杜正龙已盖起了一座小别墅，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杜正龙为何能够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实现由穷到富的转变，
成为农村小康路上的致富带头人？最为主要的是杜正龙意志
坚强，凭自己的勤劳，用好党的富民政策，不怕穷，不怕累，
不怕脏，白天跑市场，转猪场，晚上自已专研养猪技术。很
快从一名养猪“门外汉”成为了“行家里手”。

第二，以穷吃穷，只会更穷。

公允地讲光明村的交通相对不便，山高路险，耕地偏少这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注意到该村多数农户房前屋后空
地较多，草丛较阔，且不适宜耕种，作为发展养殖业是有较
好条件的。但该村极少数村民坐地等花开的思想比较严重，
近几年，相关单位为扶贫，送来部分雏鸡，为支援生产送来
化肥，而部分农户不去领来喂养，即是领来喂养，也任其自
由生长，导致80％左右的雏鸡死亡。对支援的化肥领了后，
当场买掉，以得现钱为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以
穷吃穷，只会更穷。

第三，大实话的我们不是“扶贫专业户”。

按该村村长的说法“你们不是扶贫专业户，要致富，还要靠
我们自己”，他一句朴实的语言，深深震撼了我们的心，的
确对我们而言，对他们的落后、对他们经后的发展，我们的
确爱慕能助。我们带去的一点救助金和一点点日用品，对他
们的整个贫穷、落后而言，当然是杯水车薪。相信他们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基本改变
落后、贫穷的面貌。



第四，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存在，在村里我们还走访了一些农户，但
总体感觉是贫富差距比较大。富裕的一些农户有的住别墅，
开小车，资产可上百万。但一些贫困的农户还存在吃饭、住
房、看病、上学、饮水、交通等一系列的困难。

光明村的贫富差距也许只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
作为一名不怎么懂农村工作的国税新进人员，确实也无力解
决这个重大问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今后的
国税工作中，我会更认真履行职责，竭诚为纳税人服务，宣
传好税法，用好税收的优惠政策，同时认真搞好税收征管，
做到应收尽收，为国家聚集更多的财力，使国家能有更充足
的财力投入到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救济等民生工程保障中，
为实现共同富裕、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为期一周的三进三同活动结束了，这一周的时间让我体会到
了许多坐在办公室里永久无法体会到的东西。

这一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吃住在农户家、走访困难群众、看
望穷亲戚。提到农村，也许不少人会立刻想到无污染、空气
清新、绿色蔬菜、土鸡土鸭土鸡蛋等好处，时下更有不少在
城市里生活、居住的人利用周末假期等闲瑕时光到农家乐度
假。然而，在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却常年背井离乡拼命涌进拥
挤而陌生的城市，留下的多是老人、儿童、妇女。是他们不
懂得像城里人那样享受生活?还是农村远不如城里人想象的那
般好?4月16日，是我们下村的第一天，对于在办公室里坐得
太久的我来说能够坐坐车、下下村也是一件开心的事阿。那
天阳光明媚，洋槐树被牛奶般白的槐花挂得满满的，淡淡的
清香洒满了整条小道，这种久违的清香一点也没变，我仿佛
又回到了孩提时候：摘下槐花，吮吸根部的甜味情绪真的很
好，原先下村这么幸福。



人承包的三亩鱼塘。

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北组最偏远的一户人家，也是当天
访问的最后一站。

远远的就看到了一座土墙房子，屋顶炊烟袅袅。我们刚走到
房子前面的田埂，一条白色土狗就叫着跑到我们面前摇起了
尾巴。有人还在开玩笑似地说：“这狗还真是贤惠哦!”(暂
叫它小白吧)小白太瘦了，再加上摇尾巴的时候用力太大，整
个身子都随着尾巴一晃一晃的。

刚进坝子，一位70来岁的婆婆就出来了。社里的人跟她讲了
我们的来意。婆婆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里坐。屋里冷冷清
清，橘黄色的灯光下，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正在写做业，脸
跟花猫似的。婆婆说：她今年72岁了，有一个儿子、一个女
儿，此刻和儿子生活在一齐。女儿嫁到合江去了，儿子儿媳
在福建打工。留下她和老伴在家里带孙子。儿子儿媳每个月
寄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回来，老两口自己还种点粮食。我们快
走的时候，老大爷才挑着粪桶回来。

走出来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几眼这家人。我小时候也是这
样和外公外婆一齐生活的，父母长期在外面打工，所以留守
儿童的情绪我懂：哪个孩子不期望父母在自己身边，哪个孩
子不期望被妈妈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哪个孩子不期望在被别
的孩子欺负后能够向爸爸妈妈“告状”，哪个孩子不期望家
长会父母不再缺席。看着老两口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辛苦，
心里酸酸的。

接下来的访问状况大同小异，贫困程度不尽相同，原因却类
似：疾病、上学、五零六零人员找不到工作而庄稼又卖不起
钱、年迈无劳动力子女或无力赡养或不愿赡养的老人。

第二天下起了小雨，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些户
住得比较



偏散，但又是走访的重点对象，所以我们只好踏着泥泞小路
硬着走过去。路上杂草丛生，不明白是路窄了，还是草把路
摭挡了，走的时候得盯着，一不留神就可能摔个大跟头。这
样的路况，他们要出来办点事该不容易吧。

最后一天空上午，在走访的时候社里的梁主任听说上坝发生
了一齐纠纷，要社里出面去调解。经过一翻颠簸和步行后，
我们最后到了上坝。这一湾只有三座陈旧的土墙瓦房，其中
两户都关着门，这个时候大概在干农活吧。最左边那家就是
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刚到路口的时候有个60多岁的婆婆情
绪激动地走向我们嘴里吧叽吧叽反复地念着：她不该打他，
要打把他打死算了屋旁一个年纪稍轻一点的婆婆打着光脚挑
着粪正准备出门，见我们来了，她放下桶，进屋给我们端凳
子。屋里断断续续传来一阵哭声。

劝了很久，里面那个哭声才出来。原先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大
爷，我们都穿得单薄，他却穿了一件秋衣两件外套。

梁主任让老大爷跟我们说说状况，老大爷像听不见似的仍然
悲哀地哭着;让挑粪那个婆婆说的时候，另外他和情绪激动那
个婆婆却开始说了;老大爷最后开口说话了，但说的尽是陈谷
子烂芝麻的事。

最后，我们最后了解了状况：挑粪那位婆婆种的玉米秧不见
了，她怀疑是那位大爷给拔了，于是就骂谁偷了她的玉米秧。
而老大爷以为她在骂自己也开始骂起来，不但骂了那婆婆，
连她女儿也一并骂了。婆婆气但是，端起手里的粪给大爷泼
过去，大爷也不甘示弱，扭扯起来。最后大爷跑到她家水缸
上坐着，把她的衣服收来穿起，一向坐到我们过来。

情绪激动那个婆婆和爷爷以前是夫妻，已离婚多年，她说他
自私，谁也吃不到他的东西，他们就分开过了。她一边让
她(挑粪婆婆)打死他算了，一边骂他不要哭，一边又去帮他
擦眼泪、穿衣服。看得出来，她还是关心大爷的。有一点小



小的感动。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再加上我们不熟悉村里的状况，显
得有点束手无策。梁主任却很淡然，一边记录一边有条不紊
地调解着。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邻居说老大爷是五保户，跟
情绪激动那个婆婆都不是省油的灯，两个人配合起简直是天
下无双。遇到这样的事，又好气又好笑。所谓清官难断家务
事，村干部真是让人敬佩阿，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阿。

农村的清新空气、生态食物固然值得羡慕，可农村的落后、
贫穷、艰辛又有多少人了解。透过这次走访，我有一个体会：
这十年来，城镇发展快速，很难再想到十年前城镇是什么模
样，而农村的发展却不明显。十年前我生活的农村和此刻的
农村看起来并无多少差异。

我能为群众做的事真的很少，但从此刻起我必须会尽全力去
做，尽量让他们少跑几趟路。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按照市委开展“三进三同”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的要求和
院里安排，于今年10月12日与院里其他同志一道，到**县赵
家乡香炉社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多次次的深
入走访活动中，我们采取以俏俏的进城，打枪的不要的方式，
临时到农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真实地感受群众生
活，达到听真话、办真事、促和谐的目的。通过此次活动，
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其一，突出一个勤字，不伸不要我住在香炉社熊支书（村总
支书记）家，在向书记了解了香炉社的大致情况（包括生产、
生活、全年人均收入、该社的幅源状况）后，经过几天翻山
越x的走访，深刻的体会到群众处在交通不便、山高路险的艰
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艰辛。如，我们在走访该社一农
户了看到，房屋较宽，破烂不堪，四面透风，屋内除了一张



床和日常用具外，别无一件象样的东西。该农户一家两口，
丈夫60多岁，其妻年龄大致相同，丈夫在70年代修建该乡公
路时，双腿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但该农户户主身残志
不残，凭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夫妻俩互警互爱，共同劳
做，响应镇府号召，种植烟叶，发展养殖，间做其它一些手
工活有一点微薄收入，尽管生活处在贫困线上，但从不向国
家伸手，从不叫穷，凭自己的勤劳，维持一家的生计，得到
当地干部、群众的称赞。在他的身上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勤字。

其二，心中有个懒字，导致一个穷字。在我们所住的社的交
通相对不便，山高路险，耕地偏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该
社尽管条件如此，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发展希望，如，该社多
数农户房前屋后空地较多，草丛较阔，且不适宜耕种，作为
发展养殖业是有较好条件的，但该社部分社员坐地等花开的
思想忧为严重，近几年，相关单位为扶贫，为其该乡村、社
送去部分雏鸡，为支援生产送去化肥，而部分农户不去领来
喂养，即是领来喂养，也任其自由生长，不对其防病治病，
精心喂养，导致80％左右的雏鸡死亡。对支援的化肥领了后，
当场买掉，以得现钱为乐。我认为，在这一部分农户中，就
体现了一个懒字。

其三，按该村熊支书的说法“你们不是扶贫专业户，要致富，
还要靠我们自己”，他一句朴实的语言，深深打动了我们的
心，的确对我们而言，对他们的落后、对他们经后的发展，
我们的确爱慕能助。我们带去的一点救助金和一点点日用品，
对他们的整个贫穷、落后而言，当然是杯水车薪。我们听到
熊支书的一席话后，深受感动，相信他们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在相应的时间内，基本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

其四，我们经过一周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的体会到，
在赵家乡的绝大多数农户并无多大收益的农作物和畜禽种养
殖，农村群众却不懈努力地渴求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依然
在那微薄的土地上一锄一锄的不断耕耘着，依然围着并不成
规模畜禽一勺一勺地喂养着，为了什么？当你围座在农户餐



桌上就知道答案了，他们用自己喂养的鸡、老腊肉、自己种
的小菜招待你，还会给你介绍，这些都是地道的无污染的绿
色食品，这是一种劳动收获后自然流露的喜悦，也是对客人
最好的招待，你真会为这种淳厚的民情和朴素的民风所感动，
也会真切地感受到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其实，这一锄锄、
一勺一勺的平凡举动中不正体现了踏踏实实、永不放弃的可
贵精神吗？不正是我们工作、学习所必须的精神吗？我认为，
用这种精神指导我们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用这
种精神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即便在自己有限的工作历程
和天地里，即便是成功失败，只要不懈地努力去做了，相信
总会体会到播种和收获的喜悦。

其五，几点建议，1、扶贫，要以精神力量、科学知识为主，
金钱为辅。2、重点解决交通、发展经济战略决策的支援。

三进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今年1月，我参加了“三进三同”。透过这次活动，加深了自
己对“三农”问题的感性认识，收获颇多。

寒假开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入住了当地农村一户叫刘
明的家中，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其中经
历了公路修整，杀猪庆年，到山中砍柴，到河边挑水等劳动。
此外，还到访了当地一些留守儿童的家中，从多个角度了解
了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修路到家

我到达刘叔叔家的那日，他们村子正在修路。这条公路是政
府出资，村民们自行修整的公路。我跟着大家一齐，帮着提
水，活泥沙，盖干稻草······经过大家的努力，原先
一到下雨天便泥泞不堪的泥沙路转成了平整的柏油马路，望
着这条直通到家的公路，想到日后村民们能更方便的出行，
我不禁感叹，时代进步的钟声最后在新农村敲响，我们的基



层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

山中砍柴

尽管今日许多的农户家中已近有了天然气等新型能源，但是
节省了一辈子的刘叔叔还是经常到山里砍柴，那些成捆的柴
火，能烧水洗澡，煲粥，熏烤香肠腊肉，能节省不少钱。在
这活动的第二日，我与刘叔一家进山砍柴，看到了大山里的
美景，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也更懂得了节约这一美德。

河边挑水

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由于村子里只能定时供应自来水，
大多数村民选取自行到河边挑水，以供生活之需。我们这一
代人，养尊处优，完全不明白挑水这一活儿的辛苦。起初我
根本无法起挑，在刘叔的指导下，我能够顺利起挑了，但并
不能边走边持续平衡，一路摇摇晃晃，到家时，桶里的水已
经所剩无几了，肩膀亦是疼痛起来。我们生活在城里，有方
便的自来水，自是要好好珍惜每一滴来自不易的水。

杀猪庆年

临近年关，许多农户家便开始宰杀猪羊庆祝新年到来。我从
没见过杀猪，只见猪被四蹄吊起，悬在半空，杀猪师傅一刀
致命，没挣扎几下，猪就晕死过去了。将猪开膛破肚后，村
民们往往将猪的各个部分做成各种食品，有腊肠，腊肉，腊
排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年节的菜式也格
外丰富。刘叔说，家里来客人了，总是要好酒好菜相待，此
刻有条件了，也不差那点钱。我看到了每个人的喜悦。

期盼团圆

这次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我却收获了能受用一生的
美德，节约，珍惜资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基层人民正过



着越来越好的日子，越来越完美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