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精选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
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篇一

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坚持
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当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乡村振兴战略正向纵深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读懂文件
背后的“浓浓情”，甘当乡村振兴的“竹扁担”“老黄
牛”“铁锄头”，奋力开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读懂“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浓浓真情，责任在肩、担当作为，
甘当乡村振兴的“竹扁担”。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
最繁重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潜力
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
的重要任务，更是关乎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要事。广大
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乡村振兴的重要
性、必然性和决定性，知责于心、担责于身，肩负起乡村振
兴的时代之责。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知责担责，更要勤学善
做、真抓实干、积累经验，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真



功夫”，全力以赴当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竹扁担”。

读懂“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浓浓热情，脚踏实地、苦干实干，
甘当乡村振兴的“老黄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板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选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赛道上没有“捷径”，
只有紧紧跟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方能
取得乡村振兴伟大胜利。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乡村振兴中主动
作为、埋头苦干，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当中去。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全力以赴做好粮食安全
保障、农民增收致富、乡村产业发展等职责任务，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上挥洒汗水、贡献智慧。

读懂“不辞辛苦出深林”的浓浓深情，迎难而上、向难而行，
甘当乡村振兴的“铁锄头”。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的步伐不可阻挡，但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充满艰难险阻，越要迎难而上、向难而行。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搏精神、“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坚定意志，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当中去。面对
乡村振兴的重难工作、关键任务，敢于挑大梁、当主力，不
怕当“热锅蚂蚁”、敢接“烫手山芋”，绝不踟蹰不前、畏
首畏尾，用实际行动推动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

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篇二

20xx年x月x日，我有幸参加了到陕西杨凌为期6天的现代农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学习考察活动，经过这次活动，使我
对目前现代农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主要考察参观了
陕西杨凌国家及农业开发区、杨凌镇土地银行的成立、运转



情况，西安市高陵县药惠镇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土地流转情
况及天水太空农业示范园、天水麦积区农民合作社等具有代
表性的农业示范园和农民合作社。

一、学习心得

（一）转变观念，创新工作思路

现代农业是应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生产力
发展的过程，也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的
发展过程。从过程上看，是实现农业的科学化、集约化、市
场化和产业化；从结果上看，是实现农业的优质、高产、高
效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发展现代农业有一个准确而清
晰的认识，进一步转变观念，从“以科技为本”逐步转变
为“以人为本”的农技推广，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线逐步
转变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为主，从以技术为主
线逐步转变为以产品为主线的农技推广。要学习天水新民苹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在服务中，要做到形式多样化、
内容全程化，既搞好产前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资供应，
又要搞好产中技术指导和产后加工、营销服务，通过服务领
域延伸，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二）提高素质，培育职业农民

近几年，农民的科技素质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较
低，特别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力向城市和非农业产业流动，
农村劳动力结构急剧变化，农业劳动者素质呈结构性下降趋
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科学综合素质显
得尤为紧迫。因此，我们农业科技部门要加强农业科技培训，
要围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职业农民，培养一大批生产能手、
经营能人和乡村科技骨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科技落后状况。

（三）统筹规划，丰富经营内涵



现代农业不再是孤立的“农业生产”，而是农业的全套，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态、倡导农村文明，借鉴西安
市高陵县药惠镇的经验，发展一产要接二（产）连三（产），
以市场为导向，按照产业化思路发展集约农业，延长产业链
条，开展农产品加工、农业生态旅游等，同时，努力创建农
业优质品牌，走向市场，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
力。

（四）注重人才，完善服务网络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依靠人才发展，依
靠人才引领，依靠人才国际化，这是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的经验。因此我们要整体谋略，用好现有人才，培养后备人
才，办好科技人才的继续教育，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可持续
发展。要抓好学习，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学习成为搞好
工作的第一需要。所有的农技推广人员都有试验、示范任务，
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中提高。坚持以人为本，经常了解农
业科技推广人员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尽力为他们分忧解
难，树立关心他们就是关心农业、支持他们就是支持农技事
业的观念，全方位帮助农业科技人员成长进步。

二、学习体会

通过这次的考察学习活动，根据七里河区现代农业发展情况，
做了一些思考。我区位于兰州市中南近郊，东接城关、榆中，
南与临洮、永靖相连，西邻西固，北与安宁隔河相望。南北
长33公里，东西宽21公里。全区总面积396.11平方公里，农
村面积37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5％。全区耕地面积15.24
万亩，其中水地5.49万亩，旱地9.75万亩，人均耕地1.5亩。
全区共辖2乡4镇9个街道，有72个行政村、69个社区居委会，
户籍总人口45.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55万人。全区种植
业主要种植粮食、百合、蔬菜、果品等作物，牧业主要是奶
牛养殖。农业生产已进入转型期，是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的方式和结构都将发生



变化，农业的规模化、高效化、园区化将是主攻方向。

（一）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的持续调整，本地农业从单一的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品牌农业、特色农业等多功能型转变。
通过实施“一镇一特”、“ 一村一品”工程，有效地促进了
本地区特色农产品基地的形成，从而涌现了大批品牌农产品，
如兰州百合、蛇果、韭黄、水磨沟桃等一批优质品牌农产品，
初步形成了“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现代农业新格局，
其中以兰州百合发展规模为最大，也成为了我区农民增收致
富的支柱产业。

（二）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坚持走园区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城
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的逐步推进，农业生产将面临区
域、结构的调整，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本地区的农业发展规划，
加快建设综合性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园区化的发展将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而且还切实解决农业标准化、农
产品无公害化、农业生产设施化等问题，同时更好的带动农
民实现增收。发展农业产业园，促进了农业的科学化、集约
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进而实现了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建设 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故激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
达到了零容忍，城乡居民安全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对安全优
质农产品的愿望更加迫切。为切实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必
须结合自身农产品产业化发展需要，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农业科技园区为基础，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建设。（ ）

（四）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随着
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家庭承包制虽然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



但由于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统一经营
层次成为农村经营体制突出的薄弱环节，卖农产品难和价格
大起大落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
程度，发展和完善农户的统一经营，已成为当前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迫切要求。

1．组建专业合作社制度。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应着重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组织为主的服务主体，包括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各类专业协会，一般由掌握技术和营销渠道的专
业大户牵头组织，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
售和技术培训、生产资料购置、机械化作业、灌溉、施肥等
服务。这是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关
系的变革和创新，它适应了目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代
表了农村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
释放。

2．完善专业合作社体制。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引领着各家各
户进行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科学生产，在发展现代农业。

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篇三

2月13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既立足当前，部署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也着眼长远，提出了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

20xx年至2023年中共中央连续二十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
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时期重
中之重的地位。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今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聚焦守底线、促振兴、强保障，明确了全年工作重
点的“任务清单”，提供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操作手
册”，字字话农，句句点精。

话现代农业腾飞，点“果熟秋风稚子忙”之精。



农业是农民之根，农业是农村之源。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
要注重粮食安全，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
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乡
村振兴的工作依然艰巨。中国式农业要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
生根发芽，继续衍生出下游加工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推动
三产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广大农
村年轻干部要知农事识农时，一心扑到乡村去，让血脉与泥
土相连，让心灵与群众相交，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搞好“亩
均论英雄”，推广种植技术，科技兴农，装备助农，既抓产
量，又抓质量，打造中国农业“金招牌”。

话美丽农村建设，点“青山绿水共为邻”之精。

生态宜居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不仅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还要“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短
板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进入新时代，人们对于
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的整洁美丽是影响幸福感
的重要因素。党员干部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抓好
村庄规划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绘就“山青水绿碧波漾，黄发垂髫尽怡
然”的美好蓝图。

话基层农民自治，点“一枝一叶总关情”之精。

中央一号文件讲到，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农
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
键在党。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对村干部的招录、
培养、监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而乡村振兴的“突
破点”，就是农民致富增收，以腰包“鼓起来”推动伟大事业
“干起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党员干部



要俯身扑入第一线，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以愚公移山的魄力、精卫填海的劲头，为农民就业创
业牵线搭桥，为农民增产增收出谋划策，当好农民群众的知
情人、知心人、办事人。

 

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篇四

这是一个幸福的约定。每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了广
大三农工作者的共同期盼。近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如约
而至，这是__以来第11个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强农重农的
鲜明信号。回顾11个“一号文件”，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主题一以贯之，连缀起来，就是中国农业走过的非凡特
色之路；铺展开来，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
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的深厚情怀。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
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做好、做优、做新乡村
振兴这项系统性工作，重点要在“土”“特”“产”上做文
章。

在一方水土中激活乡土人才，做好“土”字文章。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
从点赞的柳州螺蛳粉到在陕西延安南沟村果园摘下的大苹果，
形形色色的“土”产品凭借“独此一家”的特点，火热“出
圈”，享负盛名。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一方特色成就一
方人才。做好农业强国“土”字文章，要着重在乡土人才上
下功夫。所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土人才作为田间
地头和创新创造的“连接体”，有着熟悉村情地情人情等得
天独厚的优势，是实现农业强国的“新引擎”。要注重“盘



活”当地具有一技之长、思想进步、有群众基础、能起带头
作用的乡土人才进行业务培训和示范教学，对其“精准把
脉”，量身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土味”路线，不断引导乡
土人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乡土人才“破土飘香”，为
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提供“智力保障”。

在因地制宜中放大文化优势，做好“特”字文章。

去年夏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台盘乡的一项篮球赛事火了，网
友们参照“nba”“cba”的命名规则，戏称之为“村ba”，网络直
播累计观看人数更是达到1亿余人次。同专业化、高水平赛事
不同，参赛的球队均为村里组建的业余球队，甚至将农特产
品的特卖会也推到了赛事现场，与经济发展沾上了边，逐步
成为乡村特色文旅胜景。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
根。“村ba”的星火燎原，彰显乡村文化在深厚内涵中释放出
的独特魅力和深厚价值。要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人文历史、
乡贤事迹，聚焦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地方特色，激活传统
文化基因，加快培育特色产业，把优秀乡土文化嵌入产业发
展的价值链和创新链中，与产业发展形成联动，真正让乡村
藏得住乡愁，让产业留得住文化，让农民看得见发展，在文
化赋能热潮中讲好农业强国故事。

在科技赋能中拓展发展路径，做好“产”字文章。

富民兴村，产业先行。在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方面，中
央一号文件给出了“路线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如何找准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的“最优解”，需要科技与农
民的“双向奔赴”。一方面，科技要先行。围绕农村发展实
际、农业发展特色、农民发展需求，精准化、针对性开展科
技下乡，组织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服务，
为农业强国保驾护航。一方面，农民要跟走。利用好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加大对农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引导与教育，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做，培育新主体，打造新农人，真正让
农民“慧”耕“慧”种“慧”用，将科技成果切切实实地转



化为农业强国的“春耕图”。

强国必先强军心得体会篇五

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20个中央一号文件。党中
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无论是强国还是强农，干部
是决定性因素。“高山总会馈赠攀登者最秀美的最色，时光
也总给予奋斗者最甜美的果实。”年轻干部应对乡村振兴的
新挑战，应即日起行、分秒必争，以奋进为墨，以坚毅为笔，
给党和人民、给自己都交上一份成功的完美“答卷”。

敢于“效法羲和驭天马”，红心向党立大志。

船的力量在于帆，人的力量在于心。具备了崇高的理想信念，
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自信和不竭的动力。
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
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
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年轻干部作为乡村振
兴的“赶考”者，要在立志跟党走的路上，提振“一日不学、
三日不安”的责任心，激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朝着梦想冲锋，砥砺梦想前行，怀揣一颗红心积极投身
到广袤农村，与农民为伴，与农业共舞，与农村互促，立振
兴之大志，既接地气又接天线，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
煌!

敢于“且将梦想附新日”，扬帆奋进趁年华。

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多到基层、多接
地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
小康到全面现代化，船至中流、登至山腰，我们来到了一
个“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阶段，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广大年轻干部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任务、抓实每一个细节，拿
出精益求精的“干事风”，使出爬坡过坎的“大力气”，下
定功必有我的“狠决心”，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上，
趁着青春年少，趁着风华正茂，到乡村去、到基层去，“一
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记”，于泥泞处成长，于林深
处进步，高扬“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坚定信念，
用朝气蓬勃的笔墨在基层大地书写振兴华章。

敢于“突破重围向前进”，善于斗争创不凡。

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
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没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平凡既可以造
就不平凡，更能成就人生的伟大。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
顺，常常伴随着荆棘丛生、曲折坎坷甚至惊涛骇浪。年轻干
部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韧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决心，涉“险滩”、
啃“硬骨”，在复杂斗争面前敢于亮剑，敢于同基层难事、
杂事、烦心事作斗争，保持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锐意进取、
拼搏实干，紧扣实际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大业振兴酬壮志，千帆竞发显豪情。年轻干部身逢盛世当不
负盛世，身逢其时应奋斗其时。时代大有可为，乡村满是机
遇，要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以“过了一山再登一
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的苦干实干奔赴充满梦想的“远
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