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心得体会

——在医疗工作中发扬“红旗渠”精神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作为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除了认真

学习建党 100 周年相关党史材料以及中华医学会下发的重要资料，我还在 4 月

底，积极响应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组织，随队去到安阳红旗渠干部学校进行了现

场体验式学习。学习期间我们考察了红旗渠干部学校、红旗渠、谷文昌生平事迹

展等，观看了央视对杨贵书记的采访，内心深受震撼，触动很多，启发很多。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林州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

严重干旱缺水，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干旱严重到“人相食”。1959 年，林县又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10 月 10 日，林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

林县来，时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工程

决定于 1960 年 2 月开工，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县只有 150 亩耕地、

300 万元储备金、28 名水利技术人员。同年 3 月，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

正式命名为“红旗渠”，意思就是高举红旗前进。奋战经年，于 1965 年 4 月 5
日总干渠通水，在困难时期修成了这条人工天河，始于悲壮，成就辉煌。

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县委其他干部，面对林县严

重缺水的现状，没有“等、靠、要”，抱着坚定地为林县人民造福的理想信念，

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开启红旗渠工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本色。

坚定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我们完成困

难工作的法宝。

二是科学的论证研究。杨贵书记徒步走遍了林县的山山水水，带领相关同志

深入调研、分析，邀请水利技术人员科学勘察、论证，最终做出了从山西平顺县

浊漳河引水的决定。毛主席说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真正的科学工作，包括

医疗工作，首先都需要一个认真细致的前期调查研究，团队论证，这样才能制定

有效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三是严格的质量管理。红旗渠工程实行区段承包责任制，责任分解落实到公

社、大队、社员，两个公社的作业边界定制界碑，划分出明显标志，要求工程质

量保修五十年，出了质量问题要问责、保修。明确的责任制，严格的质量管理，



铸就了红旗渠闻名世界的经典工程。这也是当下中国尤其需要的，各行各业都需

要这样的职业的精神、工匠精神，作出高质量的工作。

四是大胆的开拓创新。从山西引水是一个大胆而且具有相当难度的设想，杨

贵和县委其他干部逐级汇报取得了安阳地委、河南省委的支持，又通过河南省委

沟通山西省委和平顺县委，最终赢得了各方的支持。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

要意义，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有开放的眼光和胸襟，积极对外联络沟

通、学习、借鉴，获取外界的合作和支持，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拓展更为广阔

的空间。

五是党员和群众心连心。县、乡、村三级干部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极大地带动和激发了全县人民群众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热情和斗志。杨贵同志

“一副羊骨架”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就是这样一种心系群众的精神的典型体

现。而这样的一种共产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也形成了组织的强大的战斗力。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采访杨贵同志的纪录片结尾，杨贵说，

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对人民群众、对党组织、对历史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这

句话朴实无华，却又意味深长，值得我们每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深思并践行于日

常医疗工作：学习践行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精神，学习践行干事大胆、谋划

在前的方式，学习践行率先垂范，勇于担当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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