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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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篇一

近日，“时代楷模”获得者张桂梅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位公民被载入史册，是国家
和社会对她贡献的肯定、人格的尊崇、精神的褒奖。平凡而
又非凡的她扎根偏远山区，用瘦小身躯托起上千山区女童
的“求学梦”，小身躯里有大情怀，历史将会铭记这位“以
坚韧成就伟大、以热爱创造传奇”的人民教师。

榜样是鲜活的价值观，是有形的正能量。广大党员干部要向
榜样学习、向先进靠拢，心存坚定的理想信念、肩负执着的
价值追求、胸怀扎实的工作作风，让榜样之光照亮前路，在
新征程中奋力书写不愧于人民的时代华章。

那瘦小身躯，蕴含着“躬身为党、以民为伤”坚定的理想信
念。“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
献所有，九死亦无悔。”在颁授仪式上，“人民教师”张桂
梅的发言寥寥数字，但字字千钧，让人敬佩不已。初到华坪，
张桂梅就发现班上男多女少，当时她便暗下决心，誓要改变
当地教育环境，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最大程度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为此，她东奔西走、摆摊募捐、被人放狗咬、
误吐口水骂是骗子，且不被亲戚朋友所理解，她都一一挺了
过来。自然击她以风雪，她却报之以歌。是什么力量支撑她
如此坚强？没错！是共产党员那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在党旗下
“青春献给党”的铮铮誓言，是那拳拳慈母心、浓浓爱民情，
不断驱使着她无惧风雨、奋勇向前。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
输梅一段香。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榜样为“标”，对标对表，



见贤思齐，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
心与使命。

那瘦小身躯，蕴含着“默默无闻、甘于奉献”执着的价值追
求。扎根贫困地区40余年，推动创建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累计帮助1600多名女孩圆梦大学，这其中任何一件成就
都无比伟大，而这种种伟大都缘自同一个人，她便是华坪女
子高中校长张桂梅。自她到华坪工作以来，她的生命便与华
坪紧紧连在了一起，她坚韧纯粹、甘当人梯，像蜡烛，燃尽
自己，照亮他人。现如今，因为关节疼痛，张桂梅手上贴满
膏药，且身患心脏病、肺气肿等23种疾病……身体每况愈下，
却依旧没有停止奉献的脚步。她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叫过
苦、喊过累，如同崖畔的桂、雪中的梅，默默无闻、甘于奉
献。被女童亲切称为“张妈妈”的她如同一束希望之光，照
亮了孩子们的逐梦人生。共产党人当以先生为楷模，如若是，
何愁国家不强、民族不兴、人民不乐？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向榜样学习、向先进靠拢，
以“滚石上山”的毅力、“克己奉公”的`奉献、“舍我其
谁”的担当答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考卷。

那瘦小身躯，蕴含着“清正廉洁、勤政敬业”扎实的工作作
风。为了不让一名女童因贫困失学，张桂梅时常顶风冒雨、
翻山越岭，坚持家访11年，遍访贫困家庭1300多户，行程十
余万里，脚步遍及华坪县每个角落。自华坪女高建立之日起，
她便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孩子们吃住一体，而且随身还带
一个小喇叭，定时督促学生起床、学习、睡觉。多年来，她
没有收过家长一份礼，没有额外拿过一分钱。除此之外，她
还义务兼任华坪福利院院长，20年来收育136名孤儿，而对自
己，却是异常节俭，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不仅如此，她
还曾把工资、奖金甚至社会捐助的诊疗费用累计100多万元都
捐献出来，真是大气磅礴，巾帼不让须眉！不求名、不逐利，
是她的行事品格，她只是默默地深耕在大山深处，用单薄的
身躯挑起民族的脊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广大党员



干部应接过榜样的“接力棒”，强化公仆意识，立足本职岗
位，以勤政务实的革命担当、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昂扬奋
进的精神状态续写新时代的精神荣光。

汪勇

出行问题解决后，汪勇又多方联络，让便利店再次开工，解
决了很多医护人员的用餐需求。疫情期间，汪勇专门建了一
个医护服务群，只要医护人员在群里喊一声，汪勇和他的志
愿队就会出来搞定。

【颁奖词】

没有人能百毒不侵，热血可以融化恐惧；没有人是生来的勇
者，责任催促你重装上阵。八方统筹百般服务，你以凡人之
力书写一段传奇。

她心系困难群众，投身教育扶贫，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
女子高中。她坚持树人先树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思想
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立校之本，用红色教育为师生
铸魂塑形。她长期拖着病体，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兑
现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始
终艰苦朴素、甘守清贫，却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
捐助她治病的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在她的不懈努力
下，华坪女子高中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保持100%。

张桂梅的事迹感动每个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她顽强拼搏、
不屈不挠、无私奉献、善良慈爱、她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
慈善事业的精神让我们钦佩。“俯首甘为儒子牛”是鲁迅先
生的写照也是张桂梅的写照。

人们常不解的问她：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什么
力量使她这样坚强？张老师总是笑着说：“如果我有追求，



那就是我的事业：如集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
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她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却有
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那些失去父母的贫苦孩子在她的身
上感受到了母爱，分享着人间最美好的亲情。她一位普普通
通的人民教师，用真爱点亮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的希望
之光，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爱的奉献之歌。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篇二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
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
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
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
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
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
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
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
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
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
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
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
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
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
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



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
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
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
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
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
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
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
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
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
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
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
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
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
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
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
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
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
晚”。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篇三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自6月17日发射以来，“出差三人组”聂
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在轨生活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他们
身体状况怎么样?如何确保身体健康?太空生活又有哪些新鲜
事?这不，最新一季的“太空生活”剧透来了，看似普通的每
一件小事，可都不简单!



“自助式”体检和常规锻炼 确保航天员身体健康

关灯睡觉?“摸黑”只为眼底检查

许多全身性疾病往往发生眼底病变，如高血压、肾脏病、糖
尿病、某些血液病等，眼底检查宜在暗室中进行。

在太空中，眼底检查作为航天员医监医保工作的重要项目，
有利于对航天员身体状况进行实时跟踪。特别是航天员已经
在太空中生活了一个多月，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病症
状，“体检”就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工作。

随后，汤洪波为聂海胜也进行了眼底检查，从三人交流的表
情来看，他们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热水泡脚?其实是在做骨密度测试

航天员在轨生活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名为“骨丢失”的空间
病理现象。随着在失重环境下生活得越久，航天员的骨密度
也会逐渐下降。如果不加以综合干预，甚至可能有发生骨质
疏松的可能。对抗“骨丢失”，是空间站建设期间航天员和
地面科技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骨密度测试需要将脚伸进测试机中进行检测。检查完后，聂
海胜用纸巾擦拭脚部，好像是刚洗完脚，颇像我们平时睡前
的准备工作。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篇四

6月23日，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内的训练视频显示，航天
员刘伯明、汤洪波在节点舱内，进行舱外航天服首套安装与
测试、服装尺寸调节等工作，聂海胜在舱内使用训练仿真软
件，与操作台配合，进行第一次出舱前活动机械臂操控科目
训练。



7月4日，中国空间站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
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成功出舱，完成
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任务。

时隔13年，中国人再一次在太空留下“中国足迹”。

然而，刘伯明在那一次时曾遇到险情，当时甚至做好了牺牲
的准备。

20__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9
月27日，神舟七号出舱任务正准备执行。然而，就在出舱的
时候，意外发生了。

第一次拉门，翟志刚和刘伯明使出全力，舱门却纹丝未动。
第二次拉门，舱门拉出了手掌宽的缝隙，又迅速吸了回去。
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如果舱门打不开，神七
的核心任务，出舱行走就无法达成。

休息片刻后，刘伯明把一根撬棍递给翟志刚，两人利用杠杆
原理艰难地撬开了舱门。就在两人准备出舱时，轨道舱中竟
突然响起了火灾报警声。太空中一旦产生火花，轨道舱很可
能发生爆炸。

然而太空出舱活动即将展开，无数中国人都在翘首以盼，到
底是排除警报，还是继续出舱，航天员们面临艰难抉择。

刘伯明在采访中曾表示：“‘神七’这次任务是什么，就是
出舱。只要我们出舱了，这次任务就顺利完成了，至于我们
回不回得去，其实个人的生死，跟国家民族大义相比，轻如
鸿毛。”按照出舱程序，翟志刚出舱后，首先要取回舱外一
块固体材料的试验模块，然后再展示国旗。那天，三名航天
员临时决定改变出舱程序——首先展示五星红旗。

“我们执行任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出舱，那么最具代表的，



就是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证明我们来到了太空。”
刘伯明说，“展示五星红旗，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篇五

陈清泉，中国香港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在香港
任教的他预判出电动汽车的发展前景，以此为研究方向，希
望帮助祖国抓住机遇。他创造性地把汽车、电机、控制等技
术融合到一起，形成一门全新学科。幼时经历动荡的他，渴
望为祖国贡献力量，“是光荣的”!

颁奖辞

汽车曾经改变世界，而你要改变汽车。

中国制造，今天车辙遍布世界，

你是先行者，你是领航员。

在新能源的赛道上，驰骋了四十多年，

如今，

你和祖国，正在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