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 种植心得体会
(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如
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20xx年12月5日至11日，我受地区农委的委派，赴山东省寿光
市委党校接受农业产业化相关知识培训。本次培训是由贵州
省委组织部主办、寿光市委党校承办的贵州省第十五期(毕
节)党员干部农业产业化培训班。

开班仪式上，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乐亲临现场全面介绍
了寿光市的自然地貌和经济发展现状、扶持农业产业发展的
做法等内容，并勉励全体学员勤学好问、转变理念，以便回
去后能够为家乡农业产业化发展多做贡献。培训期间，寿光
市委党校纪委书记张-林峰全面介绍了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的形
成与发展，农学博士刁家连作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问
题与对策》，科协党组书记吕学森作了《特色产业镇扶持农
业产业发展的做法》等讲座;全体学员现场参观了中国特色经
济村––—三元朱村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山东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市场
高科技蔬菜示范园、纪台镇茄子生产基地、化龙镇胡萝卜生
产基地、古城街道西红柿生产基地、砚祥有机蔬菜生产基地、
稻田镇黄瓜生产专业村(马家村)、国际优良品种推广基
地––—南澳绿亨、寿光市欣欣种苗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亩
产万斤大棚桃“一边倒”种植技术推广基地。

通过培训，使我拓宽了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眼界。现
结合我区区情，特提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业产业化发展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的事，它需要“全民
动员、共同参与，目标一致、分工协调，各尽所能、忘我工
作”，这样才能确保农业产业化工作不走过尝取得实效，并
最终造福农民群众，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为了确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取得实效，地委、行署在科
学分析我区区情的情况下，提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稳定烤烟、马铃薯、油菜等传统农业产业的基础上，突出
推进生态畜牧业、核桃、蔬菜、中药材、有机茶叶、精品果
业、小杂粮为重点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总体思路，相继出台了
《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毕地党
发[20xx]6号)、《关于特色农业基地建设的意见》(毕地党
发[20xx]12号)、《关于实施“三万”农业示范工程推进特色
农业基地建设的意见》(毕地党发[20xx]13号)、《关于大力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的意
见》(毕地党发[20xx]19号)、《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意见》(毕署发[20xx]3号)等
一系列抓好全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政策措施，并全面启动“3321”工程和“三万”农业示范工
程，把农业产业化发展纳入对各县(市、区)年度目标考核内
容，从而保障了我区农业产业化工作能够起好步、得民心。
然而，农业产业化工作能否取得实效是决定其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这就需要各(市、区)、乡镇、村组必需因地制宜，选
择适宜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予以重点发展，并在工作中充分
挖掘亮点、形成规模、形成特色。如：毕节以发展城郊休闲
观光农业和菜蓝子工程建设为重点，大方以发展辣椒产业为
重点，黔西以发展农业阳台文化和夏秋蔬菜产业为重点，金
沙县以发展茶叶和油菜产业为重点，织金以发展竹荪为主的
食用菌产业为重点，纳雍以发展有机茶产业为重点，威宁以
发展马铃薯、生态畜牧业和夏秋蔬菜产业为重点，赫章以发
展核桃和中药材产业为重点，百管委以发展旅游观光经果林
为重点;赫章县平山乡、河镇乡重点发展中药材产业，毕节市
生机乡、金沙县后山乡重点发展业特色养殖业，威宁县草海



镇鸭子塘村、大方县达溪镇冷底村重点发展夏秋蔬菜产业，
纳雍县姑开乡、金沙县清池镇、大方县猫场镇重点发展茶叶
产业，威宁县雪山镇、纳雍县雍熙镇重点发展精品果业等。
切忌在农业产业发展中注重大而全、没有特色和优势，进而
葬送发展前途的事件发生。

目前，我区农民群众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许多困难，主
要表现在：

一是没有资金投入。

20xx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325元，许多农民群众仅仅解决
了温饱问题，无力投入资金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是文化素质偏低。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6536370人，其中：
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2.44%、具有高
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4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
口占24.60%、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6.13%(以上各种受
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
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占11.26%。农村人口接受教
育的程度远远比城市低、且文盲人口大量集中在农村，这对
学习、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十分不利，因而制约了农
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是思想意识落后。

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接受外界不多，加上抗风险能力
弱，结果是许多农民群众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这一新鲜事
物持观望态度，不愿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四是经营体制制约。



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经营规模小而全
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且所产产
品质量难以保证，容易出现质量安全问题。

五是外出打工难扭转。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非常低，造成许多青壮年劳动
力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外出打工，这对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
产业化发展来说影响巨大。为了有效推进我区农业产业化发
展进程，各级党政：

一要重点抓好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培养工作，特别是在村党支
部、村委会的选拔任用上必须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一批有威
望、有闯劲、能办事、无私心的能人担任村党支部、村委会
负责人，并创造条件鼓励其充分发挥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作用;
积极支持懂技术、了解市尝有事业心的`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
产业化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二要充分用足用活各级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
积极打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同时，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积
极吸引区内外有识之士(特别是区外知名企业)投资参与我区
农业产业化发展，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三要加大农业产业化项目的申报与资金扶持力度，强化社会
融资力度，有效解决我区农民群众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制
于资金不足的现状。

四要按照“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认真引导农民群众组
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大土地流转步伐，努力为农业
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五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积极作用，有效带领广
大农民群众参与市场竞争。



一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开办夜校等多种方式强化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在农业产业化发
展中正确掌握和运用，提高科技贡献率。

二要采取科技人员联系帮扶、选派驻村指导员、科技示范园
挂牌管理等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展示科学技术的.魅力。

三要认真制定和兑现奖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采用技术入股
的方式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总之，要通过全民动员，多动
脑筋，尽快闯出我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路子，有效带动广大
农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投身农业产业化发展之中。

品牌是农业产业化生存与发展的基矗从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该市三元朱村通过注册“乐义”蔬菜
品牌，并加强宣传打造，目前已成为当地最有价值的蔬菜品牌
(据有关专家估计其市场价值已达2500亿元)，并成为出口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进驻国内超市的标识。近年来，
随着我区“贵茗翠剑”、“府茗香”、“大自然”、“清池
塘”、“香炉山”、“九洞天”等茶叶品牌先后被打造成为
贵州省著名商标后，所产茶叶产品已由过去的几元、几十元
的单价上升为现在的几百元、几千元。这充分说明了打造品
牌的作用与价值。为此，我们在今后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
中必须进一步加强知名品牌的打造工作。具体来说：

一是在提升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要严格按照无公害、有机食品标准，运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
术组织生产、加工，确保产品质量上乘。

二是在农产品质量认证上下功夫。

要积极组织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申报qs认证、无公害认证、
有机认证，并加强监督与管理，确保广大消费者放心消费。



三是在品牌评比上下功夫。

要通过选送农产品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种农产品博览会(评比
会)的方式，尽快让我区农产品获得有关专家的肯定与认可，
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是在宣传促销上下功夫。

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积
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并积极赋予文化
内涵、注重名人效应、窍用旅游景点知名度，有效提高农产
品的市场认知度。

五是在拓展销售渠道上下功夫。

要强化农产品专业市尝网络销售平台、物流绿色通道等方面
的建设工作，确保所产农产品能够及时送达消费者的手中。

六是在售后服务上下功夫。

要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以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信誉
为目的，认真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不合格产品销毁
制度、售后服务承诺、农产品销售回访制度等，确保售后服
务优质、高效。

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自古以来，玉米一直是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被广泛应
用于食品加工、饲料和工业用途。在中国，玉米是最主要的
粮食作物之一，它不仅是农村家庭的重要食品，也是现代高
科技生物制药的重要原材料。然而，在玉米种植的过程中，
农民们经常遭受天气、害虫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使得玉米
产量不如预期，甚至出现严重的减产情况。因此，玉米的种
植技术和经验对于保证玉米产量至关重要。



第二段：玉米种植前的准备工作

在开始种植玉米之前，农民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
根据所在地的气候和土壤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品种。其次，
农民需要在耕地里施肥和翻耕，确保耕地松软肥沃。最后，
准备好种子和必要的农具设备，如除草器、喷雾器等，以确
保高产高效的种植。

第三段：玉米种植的技巧和方法

在种植玉米时，农民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以保证作物
的良好生长和收成。第一，根据品种规定的栽植行距和株距，
在地面上开好壕沟。第二，将种子沿壕沟均匀撒入，然后将
土翻入壕沟里覆盖种子即可。第三，做好光照、水分和温度
的管理工作。在整个生长期中，要及时浇水、施肥、除草、
松土等，以保证良好生长和收成。

第四段：害虫和病害防治

在玉米的种植过程中，害虫和病害的侵害是常见的问题。要
预防并控制这些病虫害，在生长时期要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
比如，可以使用有害生物防治药剂进行喷洒、杀虫等，以保
护玉米果实。另外，在注重防治的同时，还要注重玉米的品
质和生态环保。

第五段：结语

玉米种植技术的提高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还能为食
品工业和生物产业等行业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和资源。因此，
科学的玉米种植和管理，不仅应该成为农民们的必修课，也
应成为整个社会推广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的发挥玉米作为粮食作物的潜力，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



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篇三

种植的乐趣在寒冷的冬天还没到来的时候；在桂花仙子
含“香”欲“散”的时候；在枫叶红得似火的时侯，我们六
（1）班的同学在中秋来临之际无土栽下了一株株绿色植物。
星期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一把剪刀，一盆吊兰，一罐清
水以及一个空瓶子，就是我无土栽培绿色植物“吊兰”的所
有材料。

按照劳技书的做法，我先将吊兰长出来的小枝剪下来。看着
郁郁葱葱的吊兰，仔细从中找寻一株长长的，油绿油绿的，
随着枝条垂挂下来的“小生命”，并用剪刀在倒挂着的枝条
剪断，拿下小吊兰。这小吊兰嫩绿嫩绿的，别提有多可爱了！
紧接着我将空的饮料瓶从中间剪开，只要下半部分。为了不
让手遭受被刀割般的痛苦，我用沙皮纸在剪过的饮料瓶口搓
了又搓，使瓶口光滑。

最后，我将清水灌进瓶内，并将碧绿碧绿的小吊兰放入水中。
瞧！这盆无土吊兰翠绿翠绿的，叶面上还滚动着晶莹的.水珠，
别提有多漂亮了！看着为剪瓶子时不小心被割了一道口子的
手，看着这盆青绿青绿，水绿水绿的吊兰，我心里就像吃了
蜜一样美滋滋的，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愿这盆吊兰能够抵挡
过冬日的寒冷，夏日的骄阳，春日的细雨，秋日的。在今后
的日子里变得更加葱绿耀眼！

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篇四

杜鹃是作为一种常见在花卉，也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因花朵艳丽、花期长，深受广大花友的喜爱，但是，在很多
北方花友眼里，杜鹃是一种难养的花。我生活在北方，养过
两棵杜鹃，第一棵没多久就养死了，第二棵养了一年了，生
长的很好，并且大多数时间在开花。尽管到现在我连杜鹃的
种类也分不清楚，但也积累了一点养杜鹃的心得，发现有些
地方与资料上介绍的经验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花卉当然也包



括杜鹃的生长条件主要包括光照、温度、湿度、水分、养分、
通风、土壤、栽培器具等，下面我从其中几个方面谈谈自己
的心得。

1.通风。我认为良好的通风条件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夏季
通风不良对杜鹃的伤害甚至超过高温。我养的第一棵杜鹃是
刚过完春节后买的，但是还没到盛夏就养死了，当时为了避
免强光直射，就紧挨着阳台的半截围墙放着，通风条件很差，
结果还没有等待高温来临就先挂掉了。而现在这棵杜鹃，我
一直放在花架上面，和阳台的推拉窗平齐，通风条件很好。

2.湿度。杜鹃是喜湿润的环境的，故很多资料推荐要经常给
杜鹃喷水来增加空气湿度的。我从来没有给我现在养的这棵
杜鹃喷过水的，因为它大多数时间在开花，是不适宜喷水的。
我一般在花盆下面放置一个很多的托盘，浇水时，多余的水
从花盆的底孔流到托盘，或许可以改变周围小环境的空气湿
度的，但要把花盆垫高一点，防止花盆浸在水里从而导致烂
根的情况发生。其实在我看来，湿度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因
为我的阳台上面空气经常很干燥的，杜鹃生长的挺好的，旁
边的仙人掌类也生长的挺好的，或许是杜鹃适应了不怎么湿
润的环境了。

3.温度。资料上介绍杜鹃喜凉，怕高温。尽管我的阳台上面
没有暖气，但白天一般都开着阳台的门，与房间相通，冬天
最低气温也不低于5度的，冬天杜鹃照常开花。可是，夏天阳
台上面最高温度有时接近或达到40度的，在良好的通风条件
下我的杜鹃也没有休眠，照常生长的，可见高温对杜鹃的影
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4.光照。资料上介绍杜鹃是喜阴的，我除了盛夏时节要给它
遮下荫外，其他时间都让它接受阳光直射的，万物生长都要
靠太阳的。

5.水分和养分。杜鹃喜水，我经常给它浇水，只要土壤不是



太粘，花盆不是一直浸在有水的托盘里面，一般不会烂根的。
杜鹃也是喜肥，但要薄肥勤施，氮、磷、钾都需要，我一般
施复合肥，有时也施自己沤的淘米水、西瓜皮水、桔子皮水。
杜鹃开花很多的，对磷肥需求也较多，我也经常施稀薄的磷
酸二氢钾肥水。

6.土壤。杜鹃是南方花卉，喜酸性土壤，南花北养，土壤的
酸碱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方面。我的这盆杜鹃是从南方带回
来的，到现在也没有换盆，但经常浇北方碱性较大的水，土
壤的酸碱度也会改变的，所以我隔段时间施一些硫酸亚铁(有
资料说用食醋代替也可以，我没有尝试过)溶液，其实沤过的
淘米水、西瓜皮水也呈弱酸性的，对于改善土壤酸碱度也有
帮助的，我的杜鹃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黄叶现象。据说，北
方用落叶松针土养杜鹃比较好，我也沤了一些，准备以后换
盆用。

7.栽培器具。一般认为瓦盆透水透气性好，养杜鹃最好用瓦
盆。我认为只要土壤的透气性好，用塑料盆、瓷盆一样能养
好。我的杜鹃花刚带回来时养在黑色营养钵里，后来让我放
到瓷盆里面，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影响，我比较喜欢用瓷盆养
花，脏了一揩就干净了，瓦盆脏了不好收拾。

8.修剪。杜鹃是耐修剪的植物，并且杜鹃的花苞都是在新枝
枝头形成的。因此，杜鹃要常修剪，我不会造型，一般就是
把徒长的枝条剪掉，花败了后及时把开花的枝条剪去一小段，
这样既可以避免残留的花座消耗养分，又可以促进新枝发芽，
形成新的花苞。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养杜鹃花的心得，可能存在一些错误的观
点，也存在一些以偏概全的情况。

白芨种植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白芨滩，是我曾经听说过的一个美丽的海滩，风景绝佳，不



仅拥有陡峭的悬崖峭壁，还有海岸的树木和奇特的礁石。这
个夏天，我有机会和我的家人一起前往白芨滩旅游。我们心
怀憧憬，想要亲身体验一下那壮丽的景色，感受海风扑面而
来的感觉。

第二段：叙述具体旅行过程，详述白芨滩的自然风光及旅游
体验

我们飞到了该地区最近的机场，从那里继续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目的地。途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壮观的自然景观。海浪
冲击着岩石，许多非凡形状的珊瑚，在一片碧蓝的大海中显
露出奇异的生命力和美丽。

到了白芨滩后，我们已经完全沉醉在这里的美丽之中。那葱
茏的森林，那古老的寺庙，那神奇的石柱，每个景点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散步在沙滩上，欣赏水色和美景，
也爬上了悬崖，远眺了远方的地景。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一
些名胜古迹和当地的商店，品尝了一些美味的当地特色菜肴。

白芨滩的景色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是我们永远难忘
的旅行之一。

第三段：介绍白芨滩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除了美丽的自然景观，白芨滩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它
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源远流长。在这里，古代
士兵曾设立营地，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曾在这里留下过踪迹。
此外，白芨滩也是一个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许多珍稀植物
和不同种类的动物都在这里生存和繁殖。每一个景点都有着
发人深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地方的历
史过程和风土人情。

第四段：谈论旅行给自己带来的启示及感受



旅行让我们体验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也让我们对世界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白芨滩这个旅游胜地让我们感受到了人
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存，让我们更加珍惜所处的环境和生命。
旅行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爱和信任，共同缔造了这
个美丽的旅游胜地。因此，我相信旅行不仅仅是一种消遣，
更是一种启发和改变自我的机会。

第五段：总结旅行体验，展望未来的旅行计划

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讨论这次旅行的精彩，思考下一次
旅行的目的地。我们意识到旅行不仅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
忆，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决定在
以后的旅行中更加极致，更加珍惜和深度体验旅行所带来的
种种美好和意义。最终，这次旅行也成为了我们人生旅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