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会，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
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时代楷模彭士禄纪录片》详尽地介绍了彭士禄院士一生跌
宕起伏的生活以及其为国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让以往
只是有所听闻的我对这位伟大院士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从
中收获了许多感悟。

彭士禄院士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
潜艇之父”，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
秦山二期核电站，彭院士都为国家的核动力事业倾注了大量
心血。但是从这部纪录片，我才知道他生于革命家庭，人生
道路却是艰难，年幼时候父母便遭受迫害去世，虽然受到贫
苦老百姓的照顾和掩护，东掩西藏，但还是被敌人抓进了监
狱，直到被救出。这是艰苦的人生经历，但彭士禄院士却依
旧能说出“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
的话语，这样坦然面对困难、豁达的心态甚至从逆境中汲取
营养成长的人生态度，让我敬佩不已。在人生的道路上，我
们一样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深陷逆境，我们应该努力向彭
院士学习，在逆境中保持自己不断学习求索心，突破困境，
实现自我成长。

众所皆知，在研究的路途上，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
纪70年代初期，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就大多数在摸索中前
行，很多问题不仅存在争论甚至都无人敢确定答案的正确性，
在这样畏缩不前的大环境下，项目进度缓慢，而彭士禄院士



则大胆站出来，以敢拍板敢担当的姿态顶住压力加快研究速
度，这并不是彭院士有勇无谋，而是在细致分析数据逻辑的
前提下大胆求证。作为核电工作人员的一份子，工作中，难
免会遇上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有很多种，但是这
种细致分析的前提是我们所必须要做到的，而不是自以为是
的用经验主义解决问题。

此外，彭士禄院士还拥有一本天书笔记，而这所谓的天书笔
记，就是彭院士对各种重要数据的自我推导，对系统的自我
分析，这一点同样是需要我好好学习，需知伟人尚且如此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那么在平时工作和学习中，我也要
向彭院士学习，更专注更细致地求知，去弄懂每一个问题，
不能随意放过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懂装懂。

彭士禄院士曾说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可以贡献一切"，他
不仅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好，这是一位赤子之心的时代楷模，
我们需敬佩，需学习，需铭记。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今年3月，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5月，中宣部追授他为“时代楷模”。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和核工业人，我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向
彭士禄同志学习。

彭老出生红色家庭，从小就胸怀爱国救国救百姓的伟大抱负，
积极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他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热爱
祖国，忠于祖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事业；
他不做则已，一做到底，以“孺子牛”的犟劲为我国实现核
潜艇和大陆核电的突破做出重要贡献，积极推动了我国核动
力事业的发展；
他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一
辈子两袖清风，克己奉公。彭老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
斗不息、躬耕不止，他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老一辈核工业人的使命担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时代赋予了核工业人
新的使命。我将以彭老为榜样，弘扬先辈优良传统和核工业
精神，奋力拼搏，创新奉献，为强核强国贡献力量。

以上就是可圈可点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时代楷模彭士禄先
进事迹心得体会【5篇】的相关内容，可圈可点为大家带来最
新学习资讯，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可圈可点网！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20xx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作为核工业战
线的一名员工，通过视频直播平台观看“时代楷模彭士禄先
进事迹报告会”。

净化思想，鉴明初心

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
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1929年，
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
慷慨赴死。而作为彭湃二子的彭士禄，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后
终于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在党组织的培养支持下，成为了第
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

彭湃烈士与彭士禄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却都将自己的理想与
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彭湃抛弃了荣华富贵的
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
和平年代，彭士禄根据国家需要，隐姓埋名数十载，为国家
能够挺起脊梁甘于奉献一生。彭氏父子的生平事迹，完美传
承了红色家风。同时他们的革命精神、献身精神，以及不畏



万难的斗志，在这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为年青一代
的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当前社会的稳定繁荣来之不易，
这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
速发展，不应成为消极懒惰的借口，我们要做红色家风的继
承者，净化不良思想，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感受颇深，
进一步鉴明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
作为新时代的核工业人，唯有持续发扬老一辈核工业人艰苦
奋斗，用于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干实事，方能对得起自己
肩上的职责。

通过先进事迹报告会，让我对这位低调的核潜艇之父产生了
更为强烈的求知欲，系统学习了“彭士禄传”一书，彭老的
生平事迹，为了国家利益，选择了改行；
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展潜艇核动力装置
的开发；
为了国家利益，不断攻关改进，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
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成为了核动力领域的开
拓者与奠基人。国家强则民强，国家盛则民安。爱国，应作
为当代青年最基础的政治品质，只有深爱我们的国家，才能
自觉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精益求精，勇攀高峰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当某个技
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他就对
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
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作为一名现场科研技术研究人员，更应该向彭老学习勇于担
当的精神，面对制约生产的卡脖子问题，要善于分析各类数
据，以实验数据为依据，发现制约生产问题的关键因素，大
胆的提出解决措施。同时要有一个虔诚的态度，面对决策中
的失误，要有勇于承认的勇气，及时完善改进，利用团队的
力量解决将问题彻底解决；



同时在科研工作中，既要做到稳中有细，又要做到大胆创新，
在前汲取前人工作经验的同时，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将先进的技术引进应用于科研攻关当中，勇挑最重的担子，
敢啃最硬的骨头，把对核事业的坚守和信念转化为果敢行动
敢于负责的力量。

赓续红色基因建功新时代

学习他勇于创新、担当使命的务实作风，勇挑最重的担子，
敢啃最硬的骨头，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上，
是名副其实的“彭大胆”“彭拍板”，把对核事业的坚守和
信念转化为果敢行动敢于负责的力量。作为新一代核工业人
的我们，为把内蒙古建设成高质量的天然铀大基地，要赓续
红色基因，扎根于祖国的北疆荒漠戈壁，为核事业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搞核潜艇全靠“自教自学”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把我往哪里搬。”这句话彭士禄向
来身体力行，从年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一直在
履行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
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彭士禄获
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1956年，彭士禄
即将本科毕业，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
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核动力专
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
不犹豫地回答。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
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



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100千米，管道总
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
是难上加难。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
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
到底长什么样。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
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
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
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
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
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
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

身为副总工程师，彭士禄是基地技术负责人，但他与大家一
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
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关键技术，完
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仅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国建造的第一代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就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2021时代楷模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5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
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
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
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
此后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
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
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我国第
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
引进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



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
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
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21年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
年奋斗历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许
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践行了“核潜艇，一
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
创性的贡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
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
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
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
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彭士禄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
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
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
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
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
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
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
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
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
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
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
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
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
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
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
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
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
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
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
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
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
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
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
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
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
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
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



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
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
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
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
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
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
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
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
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
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
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
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
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
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
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
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
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



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
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
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研
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
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
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
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
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
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
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
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
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
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
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
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
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
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
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
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



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
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
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
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
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
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
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
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