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 的躺平干
部心得体会(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篇一

近年来，“躺平”这个词在社交网络上频繁出现，成为大众
关注的焦点。不久前，我有幸成为了一名躺平干部，经历了
一段寻求真正自我的旅程。回首过往，我发现“躺平”并非
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而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跳出功利
的束缚，寻找真正意义的人生的选择。以下是我对“躺平”
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躺平让我认识到职务并非一切。在传统观念中，职务
等级高低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然而，当我深入
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因为职务的升迁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时，我渐渐明白，职务只是一个角色，它不能决定我内心的
快乐和满足感。躺平使我看清了社会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
迎合的职场规则，并丧失了自我追求内心欢愉的机会。因此，
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以追求更有意
义的生活。

其次，躺平让我反思了社会价值观的盲从和功利心态。相比
于大部分人为了社会地位和金钱而奋斗的过程，躺平让我停
下来思考这种努力是否值得。我意识到现实社会价值观的塑
造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剥夺了我们对于自己真正需
求的思考和感知。躺平是一次反叛行为，它让我丢弃了所谓
的成功标签，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重新定义了幸



福的概念。也就是说，躺平让我跳出了功利的框架，拥抱了
更加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

第三，躺平让我体验到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在平凡的生活
中，我们很容易迷失在他人的期待和社会的压力中，往往忽
略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躺平是一种对内心进行深层反
思的过程，它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澄清了我对
人生的独特理解。通过这种重新认识，我积极探索自我潜能，
加强了自制力和自律性，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真正追求的
是什么。正因如此，我能够更加自信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不再迷茫和焦虑。

第四，躺平让我知道了自己对于时间的珍惜和对于生活的品
味。在过去的职场生活中，我经常执着于工作的繁忙，忽视
了对自己和家庭的关心和呵护。躺平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在拒绝过度工作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投
入。我学会了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重拾了对于文艺和读书
的热爱，也更加注重保持身体健康。躺平让我意识到，人生
不是只有工作的存在，而是要充实自己的生活，感受生命的
美好。

最后，躺平让我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通过躺平过
程，我深入了解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底层
民众的困境、偏见、资本的不公与道德的失范。这些问题让
我认识到身上位置躺平是一种解决方式。躺平并不是逃避现
实，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转变引导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的关
注，并推动社会的积极变革。

总之，躺平是一段寻求真正自我的旅程。它能够帮助我们跳
出功利主义的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寻找到真
正有意义、充实自我的生活方式。躺平鼓励人们关注自我认
知和时间的珍惜，也提醒我们关注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躺
平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
将对我们的人生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篇二

5月28日上午，#清华教授称躺平态度极不负责#话题一跃登进
微博热搜前十，短短时间阅读量就达1.4亿次，讨论次数1.2
万次，网友关注度可见一斑。

经查证，这一话题源自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
锋亮的一篇文章观点。

该文章由中国科学报25日发布，李锋亮在文内讨论的主要内
容是“内卷”现象，以及他对“内卷”的看法。而其“躺平
态度极不负责”的评论正出自文章最后一部分内容——“笔
者对那些不喜欢‘内卷’的大学生的建议”。

根据文章，李锋亮称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但幸运的是
即使到了一线城市的知名大学，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
得耀眼的绩点，甚至早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任务。

他表示，自己一方面理解由于激烈竞争带来的广泛焦虑，才让
“内卷”成为流行语；另一方面，也强烈建议不要用“内
卷”对竞争进行污名化。

李锋亮认为，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了社会是可
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否则社会阶层固化，怎么努力
都是白费力气，而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面临大动荡与大退
步。因为如果没有竞争，抑或如果竞争没有区分度，优势家
庭的子女将凭借已有的优势，轻松碾压弱势家庭的子女，那
将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他继续称，如果进入名牌大学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前程似
锦，轻松获得“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么广大由于种
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学生，就再没
有“逆袭”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



因此，已“现身说法”的李锋亮就认为“家庭背景不那么好
的大学生就不要再吐槽‘内卷’了。如果没有学习成绩这个
硬指标的竞争，那么优势家庭的子女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所谓的
“素质”占据大部分资源。”

另外，在李锋亮看来，鼓励竞争有很多收益，包括促进流动、
减缓分层等，不过其成本就包括整个社会不得不“内卷”。
李锋亮有意识到“内卷”残酷，但他并不反对“内卷”下的
竞争，并对那些不喜欢“内卷”的大学生提出了建议：

如果你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获得比较好的绩点，则不应该跟
风鄙视绩点；如果你在绩点上感觉疲于应付、力不从心，则
可以去寻找能够体现自己优势的其他信号，比如科研、公益
服务等，即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将自己的优
势发挥出来。

总之，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
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
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
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

也正是这一建议，让李锋亮的这篇文章，最后反以其对“躺
平”的寥寥几句个人看法彻底“出圈”，并招致网友们几乎
一边倒的反对与批评。

在报道他此番言论的相关新闻下，不少网友认为，李锋
亮“躺平极不负责任”的观点未免“居高临下”，还给人一种
“站着说话不腰疼”之感。

也有许多网友观其文章，反驳其对于“内卷”的说法，认为
他对此理解并不准确。

甚至还有人进行情景假设，描绘了一幅“清华大学副教授卷



起来”的场景，以说明什么叫做“内卷”：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友也指出，“躺平”是一种接纳自我
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有人表示，不是自己不愿意奋斗，只
是因种种现实原因而无奈选择“躺平”。

而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此前曾发文谈及“内卷”
与“躺平”，文内的相关观点正映照了上述许多网友的想法。

这篇“拒绝‘内卷’，年轻人开始信奉‘躺平学’了？”的
文章称，事实上，这些信奉“躺平文化”的年轻人也并非完
全是咸鱼心态，也不同于几年前网络上出现的“葛优躺”
和“丧文化”，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有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看
法。

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卷入社会系统给人们设定好的程序，不想
在这个快速而拥挤的进程中，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加班、
拼业绩等方式实现“升职加薪”“买房买车”，他们选择自
动退出追求社会系统中成功的快感，而将衡量的标准设定为
内心对自我状态的接纳。

同时，文章也指出，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这一“躺平”文化
虽不是主流，却也释放了一个要关注年轻人心理和生活状态
的信号。对大部分年轻人而言，生活并非没有“欲望”，只
是有时候实现的难度比较大，比如想要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间，想要尽可能地提升生活质量，在一番较劲之后发现
没能“翻身”或者“逆袭”，也就选择了“躺平”。显然，
现代社会仍然要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让年轻人有机会在社
会系统中实现自我价值。

而另一方面，年轻人也不必急于“躺平”。哪怕是像《百元
之恋》电影里靠“家里蹲”生活了32年的主人公，依然有产生
“好想赢”意念的时刻，哪怕独自抵抗生活的重拳，也不妨
向生活致意。



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篇三

“躺平”不幸成为热搜词，其含义大概就是降低欲望，只维
持生存最低标准，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活着”就可以了。

陶渊明被人们认为是“躺平”的祖师爷，什么“不为五斗米
折腰”，什么“种豆南山下”什么淡泊名利、归园田居……
就是“躺平”的表现。他把自己的定位定的太高了，所以选
择了躺平，而这就辛苦了他的妻子，又要耕种又要照顾家人。
陶侃是陶渊明的爷爷，他的字典里就没有“躺平”两字，只
有奋斗奔跑，从一介贫寒之士成为东晋太尉，陶侃的一路奔
跑让陶渊明有了原地“躺平”的机会。而躺平也让他晚年有
些后悔，他的五个儿子都是非常平庸无能，这就是陶渊
明“躺平”的后果。真真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躺平”在现代社会中更多的是一种调侃，正如现在广为流
传的打油诗“人生打工一场空，不如躺平更轻松”。这是高
压下的一种自我解压，真正实践的人也不多，很多人向往田
园生活，但真正选择这样生活的人少之又少。

大部分所谓的“躺平”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无望之后绝望的
反抗，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居高临下的
指责。

但“原地躺平”并不可取，因为我们都有责任在身，还是
要“向前奔跑”。

“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要负起对自己和家人的责任，因
为“社会内卷”“阶级固化”，“躺平”只会让我们变好的
概率为零，而“向前奔跑”总会让变好的概率大于零。“达
则兼济天下”，青年人们更应该有向上的追求，尽自己一生
的所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什么
袁隆平的逝世会引起万人的敬仰与缅怀，明明很多人都和袁
隆平院士素未谋面，只是在电视、课本或者报纸上见过而已，



正是因为袁隆平院士对国家对人民的巨大贡献。人生一世，
能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为社会更美好尽一份力，也算不虚
此生了。

在没有“原地躺平”的能力时，请让自己先“向前奔跑”。
勇往直前，然后再一鼓作气狂奔后，成功就在面前，未来正
在招手。

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篇四

人们常说，“一线苦，二线挣钱”，反映了一线职工日复一
日的加班加点；而令人羡慕不已的躺平干部则能够安享节日
和假期。然而，面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躺平干部们也并
非皆无心理压力。通过对于躺平干部生活的观察和亲身体会，
我深感躺平干部生活的不完美和弊端，也悟得了一些深刻的
心得体会。

首先，作为躺平干部，生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轻松。他
们确实可以享受短暂的清闲，但在背后，他们却需要承受来
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家庭的期望，亲友邻居们
往往会认为他们只工作几小时就能赚到大把的钱，帮助他们
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而实际情况是，躺平干部往往又需要
承担购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一线城
市，房价高企，子女教育竞争激烈，医疗资源匮乏，这些问
题对于躺平干部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其次，躺平干部也会面临职业困惑和压力。尽管他们没有像
一线职工那么辛苦，但他们也需要承担领导层面上的责任和
压力。他们需要接受领导层的考核和评估，需要应对组织和
员工的期望，需要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眼光，以应对时刻变化的市场和
环境。所以，虽然躺平干部没有一线职工那种“拼命三郎”
的苦，但他们同样需要付出智慧和精力。



然而，正是在这种种压力和困惑中，一些躺平干部开始思考
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认识到，躺平不
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也并非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开
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追求有价值的生活。于是，一些躺
平干部选择自我提升，通过学习培训和读书写作，丰富自己
的知识和思想。另一些躺平干部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公益
事业，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和公益项目。他们希望通过自己
的行动和努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最后，躺平干部也需要正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他们并非全
然依赖福利和周边环境，很多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才能达
到现在的境地。他们可能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脉资源，
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职业发展，才能顺利躺平。但是，这并不
是说他们就可以安逸无忧地度过一生。相反，躺平干部仍需
要保持警惕和进取心，不断学习和提升。只有这样，他们才
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让自己过上无憾而有意义的
生活。

总之，躺平干部生活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轻松和安逸。他
们同样也需要承受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需要面对职业困惑和
挑战。然而，这并不是说躺平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是提醒
躺平干部应正视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在人生中找到更高层次
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躺
平生活。

躺平式干部发言材料乡镇篇五

第一段：引入背景

近年来，“躺平”一词逐渐成为年轻人口中的热词，原指放
下对事业的追求，过上平淡的生活。然而，在一些干部中，
也出现了一种“躺平”思潮，他们以不努力工作为理由，放
弃了自我提升和社会进步的机会，对于这种现象，我有着深
刻的体会和观察。



第二段：分析原因

为什么出现了“躺平”干部这样的现象呢？首先，一些干部
已经进入了稳定期，他们的职位和待遇一直保持不变，没有
明显的晋升空间，因此对于工作失去了热情。其次，现实社
会的竞争激烈，很多干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而放弃竞争则成为了一种选择。再次，一些干部对
于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明确，他们缺乏目标和动力，渴望过上
相对简单的生活。

第三段：“躺平”干部的影响

“躺平”干部的存在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都会带来一
定的危害。首先，他们缺乏担当精神和责任感，对于工作缺
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他们对待工作态度不端正，往往
以敷衍应付的方式处理事务，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最重要的是，“躺平”干部的存在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错误
的价值观，导致他们也选择放弃努力追求，最终对整个社会
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段：如何改变“躺平”干部现象

面对“躺平”干部现象，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变这
种现状。首先，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热情的干部，我们需要进
行思想引导和激励，让他们明确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其次，
提高干部的晋升机会和待遇，增加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激发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此外，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干部的
素质和能力，以及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和
潜力。

第五段：个人体会与结语

作为一名干部，我深感到“躺平”干部的存在给党和国家带
来了严重的问题。作为干部，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坚守职责，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
我也坚信通过党的正确引导和各方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改
变“躺平”干部的现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

总结：

最近，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躺平”
干部。他们放弃了努力工作和自我提升的机会，缺乏动力和
目标。这种现象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危害。为了改变这
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引导和激励，提高他们
的晋升机会和待遇，以及加强教育培训。作为一名干部，我
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通过党的正确引导
和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改变“躺平”干部现象，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