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天一及感悟(大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
么样去写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
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吴天一及感悟篇一

在我们身边，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人民，做出了无私
的奉献。

在《感动中国》里，就有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张桂梅。
张桂梅看着那些山区里的女孩无法上大学，无法受到高等教
育的时候，立志要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为了实现这一愿
望，她拿着自己的证书和奖状，向街上的行人们筹资。

有时人们会给她一块两块钱，但更多的人对她的请求都拒绝
了。就这样，她努力了五年却只筹到了一万元。终于有一天
她通过一个记者向世界吐露了她的梦想，人们纷纷慷慨解囊，
张桂梅心心念念的女子高中终于建成了，还招来了16位老师。

虽然女子高中是免费的，但人们还是不愿把女孩们送到这里
来上学，于是张桂梅一家一家请，一家一家劝，将那些女孩
带到了女子高中。

张桂梅办女子高中是为了女孩们能免费上高中，能上大学，
她一切的努力只是想改变那些女孩子们的命运，完全无私，
不求任何回报。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人，比如
我们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她发现了镭，并研究出了镭的提纯方。

但她并没有利用来赚钱，而是把它无偿献给了国家，给战争
中需要治病的人带来福音。多年之后，当一位记者问到这位



发现镭的科学家最想要什么时，她竟然回答说：“一克镭，
我的实验需要它。”这让全世界的人深感震惊。也让我着实
惊讶，她们虽然是不同领域的人，但她们都是无私奉献、令
人敬佩的伟人!

长大后，我也要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吴天一及感悟篇二

伟大的精神总有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靠着百折不挠、英勇
顽强、团结奋斗的拼搏精神，中国女排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
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赢得了一场场荡气回肠、慷慨壮烈的史
诗般胜利，最终在里约赛场赢得金牌，再次在奥运赛场奏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高升起五星红旗。

这种感动整整绵延了35年。从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
杯女子排球赛冠军起，拼搏精神一直深植于中国女排，成为
这支光荣集体的强大基因。尽管其间几经挫折、磨难、沉浮，
但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一直洋溢于国际赛场。在最艰困的情
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次奋起，而没有丝毫放弃。这种愈
挫愈奋的坚强，铸就了几代中国女排的精神气质，在漫漫岁
月中丰富了中国女排精神的，成为一代代中国观众热爱女排、
支持女排、守望女排、将女排视作“英雄之师”的重要理由。

一支英雄之师需要一代代人去奉献和传承。在中国女排漫长
的奋斗历程中，有一位代表性人物需要我们铭记，她就是郎
平。在中国女排最需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她一次又一
次放弃个人利益，不计荣辱得失，毅然走向一线，担当起国
人的期望与重任。

几个普通镜头，留下了这种精神的感人瞬间:上世纪90年代中
期，郎平从大洋彼岸归来执教陷于低谷的中国女排，首都机
场欢迎的人群中，有她当年五连冠的老战友，她遥遥地向着
战友们挥手示意，无声宣示着振兴这支英雄之师的意志。几



年前，老队友陈招娣去世，郎平在深深的悲恸中坚定了重回
中国女排、续写中国女排辉煌的信念。她忘不了，30多年前，
正是陈招娣忍着伤痛，与大家奋战到夺冠的最后时刻，更忘
不了女排姑娘誓把受伤的陈招娣“背上领奖台”的骨肉相连、
荣辱与共的战斗情谊。这一切，赋予女排精神鲜活、实在的
内容，成为郎平的生命意志。

奥运赛场，向来是最高强度的竞技比拼，但是也是精神意志
的较量。竞技者自身的潜力与能量，往往在拼搏中激发、昂
奋、高涨、磅礴，形成气吞山河的力量。靠着“一分一分地
咬”“一分一分地拼”的精神和韧劲，中国女排硬是咬下了
这一场场硬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写下了新的传奇。这是
拼搏精神的胜利与壮歌!

中国女排在里约再度夺冠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日益崇尚
训练条件、奖金待遇的当下体坛，拼搏精神弥足珍贵、永不
过时、必须弘扬!

中国女排在奥运赛场写下的新的壮歌，将鼓舞国人在感动落
泪之时，用踏踏实实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点滴奉献汇
入时代大河。

吴天一及感悟篇三

第一颗人造卫星设计者——孙家栋，在当时，科技比较不发
达，什么仪器都没有，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还是制造出来了。
随后，孙家栋又担任了许多人造卫星，孙家栋中国航天达到
五十八年。

王峰火海救人的故事让我非常震惊。王峰用自己的命换取了
四十多位邻居的命，自己却被烧黑了，楼道里都是他的血迹
脚印。经过一百多天的抢救之后，病情恶化，因肺栓塞去世。

支月英是小学教师，别人都认为支月英是傻子，但是支月英



说：“是，我是傻子，大山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学校里
的孩子没有学习用品的时候，支月英走二十多里地去买学习
用品，她退休的时候还要去教学，她说：“我感到干不动时
候为止。

秦月飞是大学生村官，他一开始来到村庄不习惯，所以他改
掉了那些习惯。并从一个月一千多块的工资里挤出来钱修建
水渠，修建路灯。并去发展当地的特产。

张超是飞行员它是最优秀的。但是，因为一次事故去世了，
因为它离地面只有十几米，所以降落伞没有撑开，整个人重
重的摔在地上，在他临去世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团
长，我还能不能上飞机。”我钦佩他的精神。

李万君是大国工匠，他说：“我手里拿着焊枪，就想上战场
一样，拿着枪杀敌。”他还说：“这是门艺术，就像练功夫
一样。”

郭小平是校长，它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他专治艾滋病，后来，
郭小平发现，所有学校都不收留患有艾滋病的孩子，所以，
郭小平创办了红丝带学校，后来，郭小平把三家医院的主任
职位辞掉了，郭小平希望尽量让那个学校消失。

我看了感动中国以后非常感动，感动他们无私奉献，感动他
们乐于助人，感动他们勇敢!感动他们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感
动他们坚强不屈!我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吴天一及感悟篇四

“在离天最近的高原，为一件事倾尽全力。在生命健康这样
天大的事情上，他一心一意！这位84岁的老人脚步略显迟缓，
却目光坚毅！他脚下的高原印记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奋斗的
足迹。”



刚刚！我省吴天一院士荣获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荣誉，这
是颁奖典礼上的一段话。

作为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
吴天一院士从事高原医学研究50多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
国际标准，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被称为“生命的保护
神”。

2021年6月29日，他站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了
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吴天一，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1982年5月入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21岁的吴天一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响
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了青海。

在青海的亲身经历，让吴天一深深地意识到在高原环境进行
经济建设、军事建设首先要解决缺氧的问题，要解决人在高
原环境的适应问题。因此，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吴天
一就这样踏上了高原医学研究之路。

1978年，吴天一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1980年，
为了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由吴天一带队，开始在高
海拔牧区，调查牧民体质特征。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10
年的时间，吴天一和他的团队骑着马、牦牛，在青藏高原的
腹地，在藏族居住的高海拔地区进行研究，被称为“马背上
的院士”。

吴天一及感悟篇五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
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
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
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



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
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
制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土、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
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
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
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
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
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
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
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
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
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
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
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
靠4个字-一-‘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
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
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



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
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
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
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
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一一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
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
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
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
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经常“敢于拍板”，他引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
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
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
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
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
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
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
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
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
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硏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
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
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
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査硏究、收集
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
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
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
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硏
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
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
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
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
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
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
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
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
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
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
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
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
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
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
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又因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学原
子能核动力专业。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彭士禄和同事
们“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
粮食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挖野菜、白菜根吃。

为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
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
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
他说：

“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
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
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
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
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
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
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
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
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