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实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你知道心得体
会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篇一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
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20xx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
索者称号，20xx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
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
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敦
煌女儿樊锦诗也经历过同样的纠结，她把一切看在眼里。樊
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
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因为她深知留下一个人才比
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
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每一个放
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
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

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
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
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



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
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
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
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
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
事&，我就满足了。

莫高精神，其实有16个字：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开拓进取。第一就是守住文化之根。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
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
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
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文物的保护、弘扬、传播和
传承，都需要后继有人。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悠久的文化尽一
份力量！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篇二

12月18日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望几
十年风雨历程，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在敦煌文化领域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读懂
了半边天的意义。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出生在繁华大城市——浙江杭
州，青年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本是前途似锦的她，却在25岁



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
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西北荒漠守护敦煌半个
多世纪，55年的坚守，是对敦煌的热爱，也是祖国的需要。
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
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
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
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
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
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
精神的最好传承者，她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
在敦煌。

其实，她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篇三

对于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敦煌莫高窟，所
有人一定不陌生。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
远

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
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



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却以一种
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这个叫樊锦诗的姑娘，
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倾尽一生的时间守护敦
煌，为莫高窟带来了永生。

她是永远的敦煌的女儿。

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
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
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
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
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对于她而言：做一
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
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那你就可以好骄
傲地跟自己说：你不负此生。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足矣。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篇四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
生命，20xx年4月8日晚，央视《朗读者》第八期迎来勇气的主
题，节目现场，与樊锦诗同奋斗在敦煌的研究人员们朗读了
余秋雨的《莫高窟》、季羡林的《在敦煌》、冯骥才的《人
类的敦煌》（均为节选），献给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
人。

提起樊锦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说起敦煌，没有一个中
国人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
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3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25岁上海姑娘樊锦诗，被分
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54余年樊锦诗以敦煌为家，走过
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
（考古报告）》第一卷被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可以说，
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季羡林先生都
赞她功德无量，她为永远的敦煌倾尽了一生的心血，被誉为
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从壁画病害防治到
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她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
工作者一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
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
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五十余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
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等荣誉称号纷
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荣誉掌声，她不
骄不躁。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
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
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0年
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
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
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基层干部，我们要学习樊锦诗先生这种甘
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勤勤
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的社会实
践中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



先进事迹樊锦诗心得体会篇五

樊锦诗先生围绕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永远在路
上四个方面，结合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一代代莫高窟人为
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同时还与大家分
享了她眼中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和莫高精神。
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生动，让广大领导干部对于初心使
命和莫高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进一步激发
了敦煌市领导干部学习先进榜样、普及敦煌文化知识的热情。
梁建明等领导在敦煌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实况。

奖正能量奖。

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
念的，全是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
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
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
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
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
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
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莫高精神&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
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
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
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



感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