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保国事迹有感 大学生李保国事
迹心得体会(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一

李保国不仅是科技攻关的高手，也是甘为人梯的良师。

他常说：“一个人本事再大，意志再坚，力量也有限。我要
让更多学生成长为扎根山区、服务'三农'的有用之才。”

30多年来，李保国先后承担了57项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大
批学生被他“赶”到田间地头，把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

“他一直都上着本科生的课，我说你实在忙不过来就象征性
地上几次课，剩下的给年轻老师分分。他坚决不同意，说要
从本科阶段开始引导，使学生热爱农林专业。”河北农大林
学院党委书记卢振启说。

李保国带的硕士研究生，七成以上考上了博士，而且全部拿
到了国家奖学金。“从今天起，我们会擦干眼泪，学着独立，
早日完成科研试验、毕业论文，沿着您的脚步，把您的精神
传承下去，让太行山更绿，让更多的老百姓脱贫致富。”孙
萌说。“从太行山麻岩山地到干旱丘陵岗地，他毕生致力于
山区综合开发治理和特色优势资源产业化技术体系研究与推
广。”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国辉说，“这30多年，他
干了比普通人70年还多的工作。我们要沿着他的足迹，帮助
更多太行山贫困群众致富。”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愿做太行山上一棵树。我的根，永远扎在这里。”生前，
李保国曾如是说。如今，他的精神，将永远矗立在太行山上。
年年太行披绿之时，人们会一次次忆起他的功绩。在人民心
里，李保国永远与太行一体，与群众相依。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二

4月10日凌晨4时，全国先进工作者、燕赵楷模、省管专家、
河北省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河北省农业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不去世，年仅58岁。5
月19日河北电视台以“太行新愚公”报告会的方式传播了他
的先进事迹。

有一种生产力叫做知识。李保国同志是农业大学林学院的一
名教授，正是有这种文化素养才赋予他大胆探索，用科技之
手点石成金的创新意识，走出了一条“生产为科研出题、科
研为生产解难”的路子。科学技术所能创造的生产力是不可
估量。他把邢台市前南峪村建设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打造了“富岗苹果”、“绿岭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我们
应该有的不只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还应该努力地提升
自己，通过不断地学习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战斗力，
战斗的路上当然少不了艰苦奋斗，而那崇高的理想信念恰是
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

有一种智慧叫做照顾好身体。现在的我也许还无法体会到李
保国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使命感以及所能获得的巨
大幸福。李先生虽令人敬佩，但我认为他忽略了自己。每一
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为健康是1，有了1后边
的0才有意义。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过快的耗损了自
己的生命，给亲人带了无尽的悲痛，更是整个社会的巨大损
失。对于一个醉心于事业的人来说顾及其他也许很难，但还
是要奉劝奋斗在路上的人们，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无论
多忙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去锻炼。



保国同志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巍巍太行山上，镌刻到了当地
老百姓的心中。他的事迹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原来一个人可
以这么活，一个人可以活的这么精彩。所以将自己的感悟写
下来，用来激励自己，也激励每一个正在路上的朋友，活出
自己的精彩人生!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三

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人生中活出生命的
深度和广度，最能体现生命的分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
国用一生时间践行自己入党的誓言，回答了付出与获得，物
质与精神，名利与奉献等人生命题，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
和理想。

责任。“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
点正是责任心。”李保国同志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他说“老
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他时刻以人民服务为己任，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直至生命的终点。广大党员必须牢记
肩上的责任，心中装着人民，自觉吧群众利益当做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俯下身子、沉入一线，努力做到知民情、
解民忧、惠民生。

他对工作有着满腔的热忱，他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行走在田
间地头，无论条件多面恶劣，从不抱怨。而我们的工作，也
许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更多的是平凡琐碎的，这就要求我
们干一行爱一行，只有发自内心地热爱工作，才能有足够的
动力去提升自己。工作如同一面镜子，你怎样对它，它就给
你怎样的回报。

他把“实干”落在行动上。他起早贪黑，白天跑遍山上的沟
沟坎坎，晚上挑灯夜读、分析数据，寻求破解之道，正是这
实打实地干工作，才使得前南峪从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今天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社会主
义建设的实干家，就是要沉下身子，他把心根植在“田间地



头”;30多年这根太行山，完成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示范
推广面积达1826万亩，这些数字无一不是他“能干”的真实
写照。在这个深化改革的攻坚期，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干事、
干成事拼劲儿，要的就是这敢为人先、有所作为的闯劲。奉
献，李保国的手机中有将近900个电话号码，其中农民的有三
四百个。无论何时何地，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农民打来电话，
他都会耐心地接听解答。民生问题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纯正质朴的百姓情怀，为了群众利益，贡
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四

日前，中组部授予河北农大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这对共产党员来说，是
至高无上的荣耀。连日来，被称为“太行愚公”“科技财
神”“农民教授”李保国同志帮助太行山人民脱贫致富的事
迹广为传颂，通过报刊、网络我认真拜读了李保国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发言和系列新闻报道，重温了李保国同志一心
向党、一心为民、一心干事、一尘不染的高尚品质，深受震
撼，感人至深，不由得对李保国同志心生敬意。

感动于李保国同志一心向党的政治品格。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李保国同志作为共产党员，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
准衡量和要求自己，在不同时期都能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
的召唤，1981年刚刚大学毕业留校的李保国，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了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的太行山综合开发研究;河北中
南部发生特大洪水后，他又率先报名参加省科技救灾组;国家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后，作为知名的山区治理专家，积极为省
委省政府建言献策，亲自帮扶十几个驻村工作组开展工作。
李保国同志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
更好。参加工作35年来，岁月没有改变他内心的坚守，始终
坚守在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始终冲在脱贫攻坚的第一



线，坚持为太行山的农民服务，用脚踏遍太行山的山庄窝铺，
用有限的生命在太行山深处谱写了无限的业绩，被人称
为“太行愚公”“科技财神”“农民教授”，靠的是他内心
那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守，始终将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为党工作矢志不渝，为民服务尽心竭力，任何时候都与党同
心同德、同律同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的风采，塑造了一名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和时代风貌，
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政治品质。

感动于李保国同志一心为民的百姓情怀。“我是农民的儿子，
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同志一辈子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
位。58载年华35个春秋，李保国同志始终恪守信念，一心为
民，忘我工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始
终如一地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
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没有架子，是个“农民教授”，为了百
姓早一天脱贫，他像个“拼命三郎”，1年里行程4万公
里，200多天扎在农村，这一串串数据的背后，用事实回答
了“最见不得老百姓穷”。他曾讲：“我这辈子最过瘾的是
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我变成农民，一个是把越来越多的农
民变成‘我’。”经常走进田间地头，和农民打成一片，用
农民的语言讲解技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培养了一批“永
久牌”的“技术把式”。在他手机存储的电话号码中，有1/3
以上是农民朋友的，并随时随地为农民群众解答难题，赢得
了群众的交口称赞。阅读李保国教授相关报道的照片，背景
大多是村庄和乡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35年来，
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
满了百姓，把太行山当成自己的家，把那里的人民当成亲人，
他教农民学科技，帮农民搞产业，为农民打品牌，用科技的
力量使许许多多的贫困山村摆脱了贫困，帮助10万多贫困群
众走上致富之路，带领他的团队打造了前南峪模式、岗底模
式、绿岭模式、葫芦峪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产业
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山区发展之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
“科技财神”“农民教授”“太行新愚公”。李保国同志去
世后，河北省临城、内丘、平山、阜平、唐县等地的农民自



发在村里设置灵堂为他守灵，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
的老乡带走，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土地上，与巍巍
太行相融。

感动于李保国同志一心干事的苦干实干精神。“还有许多山
区农民在过苦日子，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全部贡献出
来。”从武邑县一个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李保国，始终坚定这
样一个信念：“太行山的父老乡亲富起来了，我的事业才算
成功。”参加工作35载，爬高山，蹚深谷，穿行奔波在太行
山的沟壑坡坎，白天，几个馒头一瓶水，山当餐桌地当炕，
躺在地上吃干粮;夜晚，煤油灯下分析数据，苦思冥想破解之
道。李保国曾这样说：“有人说我运气好，干什么成什么。
我觉得不是运气，而是我这个人‘安专迷’。

安就是安下心来，专就是专心致志，迷就是迷恋至深。”他
心系太行、立志扶贫，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操碎了心，一次
次探索创新，一次次开辟“战场”，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山区
开发的典范，从邢台前南峪、内丘岗底、临城绿岭、平山葫
芦峪，再到多得数也数不清的帮扶点，他所到之处，都用点
石成金的科技之手，让太行山区的一个个村子绿了起来、富
了起来。他像一把火炬，点亮贫困群众希望，创新推广36项
农业实用技术，帮助山区农民实现增收28.5亿元，带领10多
万群众致富脱贫;他像一棵大树，扎根巍巍太行，先后完成山
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
创立了一批引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样板。35年，坚定不移
的奋战在太行农民脱贫第一线，奔波忙碌于老百姓致富增收
最前沿，用自己脚步走进了太行山上百姓心中，用科技染绿
荒山，用一生成就了太行山区的硕果累累，把富裕带给乡亲，
昔日的乱石岗已变成太行山上一幅最美风景，在太行山上竖
起了一座苦干实干的丰碑。感动于李保国同志一尘不染做人
的高尚情操。“我是来帮农民脱贫致富的，不是来追名逐利
的”。

李保国同志对名和利看得很淡，只要是事业需要的事，只要



是对山区扶贫开发有利的事，李保国都义无反顾地去做，从
不考虑有什么回报，做到一尘不染。“不为钱来，农民才信
你，才听你的。”李保国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常年给农
户和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他既不拿工资，也没有股份，有时
还贴上了自己的科研经费。“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干成点有
益于人民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也是值得骄傲的。”稀疏
的头发、黝黑的肤色、憨厚的长相、朴素的衣着，照片上的
李保国，“混”在农民堆里，全无一点大学教授的模样。比
农民还农民，上车当司机，下车当劳力，什么苦都吃，什么
罪都受，很多人都这样评价李保国。为了与农民更亲近，一
件羽绒服穿了10多年，除了衣着，李保国讲话也力求“土
气”。

李保国的妻子郭素萍说，她和李保国共有“三个家”：一个
是位于保定河北农大的家;一个是太行山里各个驻点基地的
家;还有一个是辗转于学校与各基地间越野车上的家。李保国
说，“这么多年，名、利，我没追求过，但到最后我都得到
了。我相信，你只要干点事就行了，终究会有人认可。”李
保国35年如一日热爱百姓、埋头耕耘，不图回报、坚韧执著，
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汗水，献给了这片土地，为荒山变绿、
群众致富倾尽全力，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浩然正气。

李保国同志把毕生献给太行山百姓致富增收、扶贫脱贫事业，
诠释了共产党员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永恒主题。李保国同
志走了，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充满绿意的巍巍太行，他留
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是至为宝贵的，他把一个真正共产党人
的精神矗立在巍巍太行山上，在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心中竖
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李保国身上，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品
质，需要我们不断挖掘、不断学习、不断传承!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五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愚公移
山》著名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下定决心挖掉“两座



大山”，不懈奋斗，争取胜利，愚公精神由此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以来，同志多次强调“要继续弘扬愚
公移山精神，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现如今，巍巍太
行又涌现出了“新愚公”——共产党人的楷模李保国。他的
出现丰富了愚公精神的文化内涵，生动诠释了扶贫攻坚，更
启示我们：新时代仍然需要愚公精神，打赢扶贫攻坚战需要
更多像李保国一样的人，艰苦奋斗，持之以恒，无私奉献，
兼济天下。

共产党人李保国35年如一日，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
一线，将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彰
显了共产党人担当、奉献、实干的优秀品格。笔者认为，目
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条道路上，我们要学习李保国式的“新愚公”
精神，带领群众取得扶贫攻坚战役的胜利。

打赢扶贫攻坚战，就要学习“新愚公”敢想敢干，不满足于
现状的闯劲。“我见不得老百姓穷。”这是李保国常说的一
句话，也是他用实际行动去生动践行的一个承诺。中国部分
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国人都不陌生，但有几个人敢于站
出来挑起重担，敢于相信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现状?愚公之
所以“愚”，就在于他把别人不敢想、不愿做的事情扛到自
己肩上，明知千难万险却义无反顾，历经千辛万苦仍不改初
衷。李保国做到了，正在磨拳擦踵徘徊于扶贫攻坚战一线
的“战友”们也当放手去做，勇于挑战，一往无前。

打赢扶贫攻坚战，就要学习“新愚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的品质。一年之中，李保国有二百多天是在山上度过，太行
山发展的艰难现状没有将他打倒，反而激发了他进取的斗志。
他永远奔走在山间道路上，舍弃一切休息时间，实地考察，
入户了解，通过日以继夜的研究攻克一道道发展难关，最终
使贫瘠的村寨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乐土。这种不畏艰难险阻
的气概，开拓进取的斗志以及持之以恒的决心，正是这个时
代所需要的“精神之钙”，临危而不惧，俯身而倾尽全力，



是取得脱贫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打赢扶贫攻坚战，就要学习“新愚公”科技扶贫、精准扶贫
的战略。李保国坚持“扶贫必扶智”，35年来向山区农民推
广实用技术36项，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把许许多多在贫瘠山沟
“刨食”的农民变成了“技术把式”，真正带领群众走向脱
贫致富。习一再强调精准扶贫、科技扶贫，唯有面对面、点
对点式的帮扶，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脱贫。新时期下的扶贫
工作，要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户而异、甚至因人而异;要
找准产业，深入了解、积极探索、提高效率;要完善机制，健
全体系、依靠政策、运用科学。

打赢扶贫攻坚战，就要学习“新愚公”团结合力，大公无私
的精神。李保国曾坦言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没有今天
的成就。太行的青山乐土，源自李保国一家的默默付出和团
结合力，而为群众带去财富的他，却从未获取一分一毫，他
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和大爱无疆。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期，改革进入攻坚期，面对艰巨繁
重的脱贫任务，需要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不仅
仅现有的人要形成合力，下一代人也要形成合力，子子孙孙
无穷尽地努力下去。需要全党上下无私奉献，深刻领会“新
愚公”精神赋予的时代价值，自觉践行，久久为功，最终实
现十三五规划的美好蓝图。

愚公不移山，志在济天下，扶贫且攻坚，任重道不远。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六

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李保国为榜样，响应习主席号召，总结，
为日后工作制定方向。

在最近的班工作会议上，我们深刻学习了河北农业大学李保
国教授的先进事迹。一位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用实际行动来演



绎不平凡的一生，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30年，可以让荒山变
成良田;30年，可以让贫穷变得富裕;30年，可以让一个人变
作一面旗帜。这是新闻媒体对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同志
最真实的评价。李保国，用他的30年，将这一一印证。成就
了一段秃山披绿，荒岗生金的传奇。

李保国30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太行山上最艰苦的农村，带领学
生们在这里与村们同吃同住，改造荒山，实现绿水青山，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第一时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实现农村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的荒
山变成了花果山，带领全村人民实现了集体致富。

作为一位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有这样的农大老师，是
我们的骄傲。人生路上，我们需要这样的指路明灯，指引我
们谱写完美的人生篇章。对于刚刚工作的我们，他是我们在
工作中学习的楷模，学习他对党忠诚，心系群众的政治品质;
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工作中要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干事冲在最前头，不怕苦不怕累，争当工作中的优秀
中共党员。学习他技术扶贫，精准脱贫的务实作风;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上系统的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农业
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份子，虽然我
们不能像李保国教授用他的专业技能常年的扎根在第一线，
但是我们也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助力脱贫，出色的完成本
职工作。学习他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拼搏精神;学习他淡薄
名利，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大写的人。传播中华
传统美德，淡薄物质财富，追求永远的精神财富，一名出色
的工作者就要做这样大写的人。

工作中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一名脚踏实
地，兢兢业业工作的人。身为一名高速人，学习工作技能，
掌握工作要领，用微笑传递大爱，为司乘提供更好的服务是
我们宗旨。工作无小事，需要我们用心去对待，更好的展现



高速人的良好形象。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更好的
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服务大家，造福你我。为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争做李保国式党员干部，就要学习他视科技如生命的学习追
求。他大学毕业20年后，为了不断接受新知识，毅然放下教
授的架子去读博士，因为他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
靠科技创新才能帮助更多山区百姓脱离贫困、远离贫困。在
学习中，他坚持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以较
真精神先后完成太行山板栗、苹果、核桃栽培等山区开发研
究成果28项，实现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在扶贫战役攻坚拔寨的
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坚持学习学习在学习，让技术扶贫进
一步根植于太行大地，向李保国同志一样，不仅要为太行山区
“输血”，更要激活太行山区一个个“造血”细胞。

争做李保国式党员干部，就要传承他带百姓似亲人更胜似亲
人的民本情怀。30多年来，李保国把生命的点滴融入到带领
群众发展致富，做好为群众服务的具体实践中，用他的话说
那就是“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诚然，他已与
农民血脉相连。农村脱贫是河北省全面脱贫的关键点和着力
点，如今，李保国同志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逝者已去，
在哀思与追忆之后，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他以百姓之心为心
的民本思想，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惑，让千千万万的“李保
国”在本职岗位上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争做李保国式党员干部，就要砥砺他让绿浸染太行的责任担
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在基础
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的太行山区，要想在全面小康的路上
“一个都不掉队”，唯有“滚石上山”式的勇气才能攻下一
座座贫困的城池。面对如此险而艰的形势，李保国并没有选
择做安逸的大学教授，而是立志做“太行新愚公”，带领学
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不断的攻坚克难中，让穷山沟



变成了花果山，成为太行山区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一
体的地方。我们唯有向李保国同志那样，敢于与困难较真、
勇于对问题亮剑、乐于同险阻作斗争，才能让河北人民全面
脱贫奔小康的目标早日实现。

岁月无痕，惟石能言。岁月如歌，惟其精神历久弥坚。让我
们提振精气神，继承和发扬“太行新愚公”精神，争做李保
国式党员干部，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增添一抹抹新色。

日前，对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同志的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
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35年如一日，李保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成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把毕
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创新了太
行山板栗、苹果、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富岗”苹
果、“绿岭”核桃等多个全国知名品牌，实现山区农民增
收28.5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
新路。李保国用扎根山区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用奉献的一生践行了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奉献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革命战争年代，为了
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冲锋在
前、出生入死，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好日子。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太行
山区“旱、薄、蚀、穷、低”的艰险面貌，李保国只是轻描
淡写的说了一句“先辈们流血都不怕，咱们流点汗算什么”，
便全身心的投入到太行山区的开发研究中。起早贪黑、跋山
涉水、风餐露宿，“山当餐桌地当炕，躺在地上吃干粮”，
李保国带领团队用数年的时间创造了太行山低山片麻岩
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使石质山地造林技术发生革
命性变化，过往的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
方”，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



奉献就是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
教授，李保国坚持将科研课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群众最
需要、最受益的选题上，“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
么”。“深眼闷炮”控制爆破松土蓄水技术、隔坡沟状梯机
械整地技术、太行山片麻岩区“蓄、集、整、改、排”防洪
减灾工程技术、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技术、优质无公害草果
栽培技术、绿色核桃配套栽培技术……只要是能够为群众带
来福利，为地区发展带来效益的技术，他都义无反顾的埋头
研究。李保国扎实苦干、奋发作为，用“滚石上山”的勇气
攻下一座座贫困的城池，让他不仅成为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更成为了群众幸福的引路人。

奉献就是至始至终将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刻在心里。在李保国
心里有一道永恒的数学题，农民=自己。他曾表示，这辈子干
得最过瘾的事就是“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李保
国深深地了解，仅仅自己或科研团队掌握技术是不够的，只
有让广大群众都了解、熟悉、掌握，才能让野岭荒坡变成金
山银库。办夜校、搞培训、出书籍、编口诀，李保国用最浅
显易懂的语言，手把手的为乡亲群众讲解新技术，使技术真
真正正的刻进群众的心中，成为群众的拿手本领。35年来，
李保国先后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推广36向实用技
术，培训人员达9万余人(次)，成为群众当之无愧的职业技能
导师。

奉献还是低调做人、谦卑处世的生活态度。李保国始终把自
己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帮助，“是党
和人民成就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将能够参与党带
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千秋伟业而感到自豪。在协助山区人民
脱贫致富的路上，他始终秉持共产党员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的赤子之心，“记利当计天下利”，从不收百姓的一分钱，
更不占企业的一份股，无怨无悔。

牢记党恩、对党忠诚;扎根群众，无私奉献。李保国的事迹告
诉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激发出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进取动力，让人民群众得到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心中的丰碑。请让奉
献成为新时代最美的旋律，成为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质!

李保国事迹有感篇七

近期通过对李保国同志系列学习，有了更深的理解，下面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谈一下心得体会。

李保国同志是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党员。他30多年扎根太行山区，立志做太行新愚公，矢
志把最好的科研论文写在太行山上，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山区脱贫新模式，带领山区群众致富的事深深的感染
了我。

学习李保国同志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观看李老师生前的工
作影视资料，他的穿着，他的一言一行如果不说很难联想到
他是一名省管教授，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30多年来扎根太
行山区，带领山区群众致富，让山区群众满意，做新时期的
太行愚公，不休不止的拼搏精神等等对我们大学生村官是一
种鞭挞，也是一盏指路明灯，激励我们在带领群众致富的道
路上奋斗不息。

学习李保国同志一心为民的高贵品质。忘我的工作，忘我的
生活，把一切都放在带领山区群众致富上，舍弃小家，为太
行山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了30多年。全心全意为太行山区搞
服务，虽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他却毫无怨言。他不计个人
得失，但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大学生村官是基层工作者，
直接面对面的与群众沟通、服务，李保国同志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就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我们还有多少工作要做，
对群众的“欠账”要及时还，对群众的致富门路要及时找，
对群众的感情要认真建。



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将玉兰精神、保国精神作为自己行动
指南，工作标杆，在不断的深入学习中，在不断的为群众服
务的过程中升华对保国精神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