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省委党校培训内容 省委党校专题
培训班心得体会总结(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省委党校培训内容篇一

201x年10月16日至27日，我有幸参加了昌宁县党政干部浙江
省委党校党建科学化专题培训班的学习。学习期间，听取了
专家教授讲授《儒家道德修养途径的先进文化属性及其对党
性修养的借鉴意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枫桥经验”与浙江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国学与修养》、《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浙江精神》、
《人才优先发展与推进转型升级》、《网络新政与领导干部》
六堂课，并实地考察了杭州市民服务中心、采荷街道及洁莲
社区、宁波天一广场三个党建先进典型，万事利集团、娃哈
哈集团、海宁中国皮革城三个企业集团，杭州西湖、嘉兴南
湖、乌镇、杭州湾跨海大桥、周恩来纪念馆、鲁迅故居等历
史旅游文化景点。通过案例分析、专题讨论、实地考察，使
我感触很深、受益匪浅、体会良多。

省委党校培训内容篇二

浙江省位于长三角洲南翼，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
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民营经济大省，素有“鱼米之乡、
丝茶之府、文物之邦和旅游胜地”之称。近几年来浙江经济
社会的发展迅速，201x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201x年达6490
美元，2020年近8000美元，全省gdp达2。71万亿元，位居全
国第4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7359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11303元，连续保持26年全国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与浙
江的发展环境是分不开的。浙江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
段营造发展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十分到位，敢创敢闯，敢
为人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增
强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主动性，推动了浙江经济
社会的发展。

省委党校培训内容篇三

这次浙江之行，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势头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们的成功实践可圈可点，我个人感受和启示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是农民的主要劳动不再是种田。千百年来，劳动是农民的
谋生手段，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内容。但在浙江，这个全国
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工厂，每个家庭都
有作坊和商铺，农民的劳动方式，体现了许多现代化的元素，
农民的生产劳动已经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农业生产不再是
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这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
农民有了本质的区别，农民务农收入仅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小
部分。

二是干部的理念贵在超前。发展的理念决定发展的思路，发
展的思路决定发展的决策。浙江的干部在统筹谋划发展中，
发展的理念具有抢占先机的思想支撑，以道路“信号灯”为
喻，浙江干部在谋划发展中，是将“黄灯”当作“绿灯”用，
真正做到遇到绿灯抢先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道
走，时时抢先一步，落后地区是将“黄灯”当作“红灯”使，
虽然尊规守纪了，但却步步落人之后。

三是思路科学才能快速发展。浙江立足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
的省情确立了一条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重点发展二、三产
业，迅速崛起，浙江的实践证明，愿干的不阻，不愿干的不
强迫，顺势而谋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他们把主要精力耗在种



养业上，今天的浙江不一定是民富省强的浙江。浙江人善于
小题大做，一县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在信息化时代有强大的
竞争力和生命力，我们参观考察的几个市县基本都是一县一
业的集中打造，先做大再做强。如温州打火机的产量占世界
产量的70%;义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海宁发展成
为世界皮革生产销售基地等等。每个县虽然产业单一，但小
题大作，追求卓越，追求国际化。如果每一个县都样样重要，
全面发展，最后只能是多乱杂，小而全。

四是环境良好才能创新创业。浙江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
“创新、创业、闯天下”的响亮口号，30多年过去了，浙江
人在省外创业达600万，其中到国外创业的就有150万，遍布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所到之处，是一幅幅全民创业
的火热景观，无处不在，无所不干，无钱不赚，这就是浙江
人的创业激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政府的服务环境，那
么多工厂要地有地，要政策有政策，能服务不扯皮，政府的
优质服务催生了浙江的创业火山，势不可挡。一个地方若是
要地没地，要电没电，要水没水，怎么招商，找好商，招大
商，如何招商稳商富商，浙江政府确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五是能人经济带动明显。浙江哇哈哈集团老总宗庆后，2020
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以80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首富。宗庆后
领导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成立于1987年，前身为杭州市上城区
校办企业经销部，从3个人、14万元借款起家，现已发展成为
中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饮料企业，同时也是名列世界前
五位的饮料集团。集团在全国29个省市建有58个基地近150家
分公司，目前拥有总资产298亿元，员工30000余人，主要生
产含乳饮料、饮用水、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保健
饮料、罐头食品及少量的童装。2020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50
亿元，净利润67亿元，上交税收41亿元。类似宗庆后一样的
浙江能人还有民企高官徐冠巨、汽车狂人李书福、阿里巴巴
集团创始人马云等等，可以说，浙江的民营经济就是在这一
批批的浙江能人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如今，民营经济在浙江
经济总量中已占60%，出口创汇占70%，财政收入占80%，成为



了浙江经济的主力军。

六是浙江精神令人折服。浙江精神最核心有两条:即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开放图强、求
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浙江的发展说到底关键是有一支务实创
新的干部队伍和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浙商队伍，浙江人从创
业初期的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
尽千辛万苦，充分彰显了浙江人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万难
不辞，誓不罢休，不畏艰难的可贵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浙
江蕴藏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学习考察中浙江人少说多做，不
图虚名，不起名字，只生儿子的实干风格令我折服。

省委党校培训内容篇四

通过参加这次学习，我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并思考了努力和
突破的方向，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要增强创新争先意识。要学习浙江人“创新、创业、闯天
下”的气概和敢为人先、开放图强、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在各项工作中都不循规蹈矩，多一些思路，多想一些方法和
措施，在众多方法和措施中选取最优最好的方法，力争思路
超前、办法科学、效果最佳。

二要科学把握政策运用。要切实提高把握政策、科学应用政
策的能力。在研究“允许和同意”我们做什么的同时，更要
研究“不允许、不禁止”我们做什么的问题。努力在“允
许”和“不允许”之间找到发展的空间，突破的难点。也就
是要敢于把发展中政策的“黄灯”当作“绿灯”来分析和把
握，在谋求发展中，要坚决克服“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
思想。

三要培养“艺术家”的思维。艺术家的思维是发散的、灵动
和激情的，在统筹思考和谋划发展中，要善于用“艺术家”
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谋划。要树立敢于思考的理念，立足实



际科学谋划，确保思路和方式有创新的元素，有克服传统思
维方式的基础。

四要培养“商业家”的眼光。无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追求的永远是利
润的最大化，我们在谋求发展过程中，依然是要在社会制度
和环境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这是公务员
与商人的共性特点，如果不考虑效益的最大化，那工作的结
果就会变得“劳而无功”。所以要不断学习经济知识，
用“商业家”的眼光来看待、分析我们的行政行为。

五要培养“政治家”的头脑。要增强“政治敏锐性”，鼻子
灵些，“行动”快些，眼光长远些，高瞻远瞩一点，更具有
科学性，使思路和行动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省委党校培训内容篇五

学习浙江经验，最根本的是要学习浙江精神。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人民用自己的行动铸造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
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它主要表现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能干常人不
肯干的活，能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能赚别人看不起眼的钱”
的创业精神、市场意识和经商素质，即敢为人先、创新创业
的智慧和勇气，以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
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
优秀品行。结合新的实践和面向未来，浙江人民又形成
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
神。浙江人民这种智慧、勇气和优良品行，相对于我省一些
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养猪过年，卖蛋
换盐”的落后观念和“官本位”封建意识来说，显得特别突
出，特别鲜明。我们认真学习、大力弘扬浙江精神也因此显
得特别有意义。

学习浙江，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思想解放。我们要实现“立志



两率先，奋力两步走，争当苏南后起之秀”的目标，解放思
想更具迫切性、现实性。

一是要重新认识富民优先的内涵。中央xx届五中全会提出我
们必须由富国强民的战略变为富民强国的战略，这表明，只
有先民富了才能国强的战略转移。浙江经验向我们揭示了这
样一个深刻道理:富民优先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
模式;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以富民优先的思路
抓发展，就是要以富民的成果来检验发展的成果。要使人民
群众成为发展成果的享受者，首先要成为率先发展的参与者，
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真正把广大人民
群众引导到率先发展的第一线。从领导工作的角度，要把以
民为本、富民优先的原则，充分体现到抓全局、定决策、办
实事的各个环节，始终把富民工程放在各项工作的第一位。

二是要重新认识民营经济的活力。在浙江，民营经济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20年底，浙江省有私营企业66万
家，其中中国最大1000强大企业集团有140家，中国大企业集
团竞争力500强中浙江有107家。不是习惯认识上的小打小敲，
而成为搏击商海的主导者;不是起步阶段的家族管理，而成为
机制创新的先发者。经济学家分析: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有四大
奥秘:第一小题大做，温州义乌都是小商品，但是却创造成了
国际超市，形成了大产业;第二举轻若重，以轻工业为主的经
济却成为重量级经济;第三“无中生有”，创造出令人惊叹
的“零资源现象”;第四内外并举，是“走出去”的经济。可
以讲，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浙江经济的今天，民营
经济表现出了特别强的动力机制、特别高的市场化程度、特
别明显的富民效应。现在，民营经济在我省已经成为继乡镇
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的第三次经济大潮，新一轮发展机遇
已经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机遇面前，我们要切实按照xx大提
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充分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要求，按照xx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要



求，大力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偏见和歧视，彻底改变那些不利
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真正把民营经济作为富民优
先的主体工程、龙头工程、一把手工程。

三是要重新认识全民创业的潜能。浙江的民富水平令人惊叹，
全民创业的精神更让人钦佩。全民创业，创造了极大的社会
财富，积累了极大的个人财富。在浙江，人人想当老板、人
人争当老板、人人都有创业冲动，那种“走遍千山万水，历
尽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的开拓精神，那种“白天当老
板、晚上睡地板”的拼搏精神，那种“敢冒天下人不敢冒的
险、敢吃天下人不愿吃的苦、敢赚天下人看不起眼的钱”的
创新精神，那种穷时能吃苦、富了也能吃苦，打工能吃苦、
当老板也能吃苦的奋斗精神，使浙江人办成了不少别人办不
成的企业，开创了别人无法开创的事业，培育了外地无法长
大的产业，创造了大家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这种全民创业、
自主创业的精神，就是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动力;这种
蕴藏在民间的创业激情和创造力，从来就不能低估，只要党
委、政府倾心引导、倾力扶持，创业热潮就能一浪高过一浪。
对镇江而言，激励全民创业，一要靠舆论引导，在全市上下
确立“创业者光荣、创业者有功”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
让全民创业、自主创业、艰苦创业成为镇江精神的内核;二要
靠政策推动，民营经济有着不可遏止的内在动力，但这丝毫
不意味着我们党委、政府可以袖手旁观，对于我们镇江这样
民营经济发展很不充分的地区而言，必须把民资的内力和政
策的外力结合起来，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三要靠能人带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能人经济。镇江乡镇企业、
国有企业中不乏“能人”，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让“能
人”走向自主创业的前台，成为带动全民创业的“领头羊”。

四是要重新认识营造环境的重要。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的
经济，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放”，放手发展，放胆
实干。一个“放”字，放出了活力、放出了财富、放出了一
片新天地。在浙江，一切遵守法律的投资、创业和创新活动
都受到鼓励，一切有益于富民强市的劳动都得到承认和尊重，



一切所有制经济类型都享受公平竞争的待遇，一切合法劳动
收入和合法非劳动收入都得到保护。正是这种自由、宽松、
平等的环境，催生了民营经济的崛起和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