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 榜样学习
人物事迹心得体会(优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
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路生梅50多年如一日
扎根基层，用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守护人民健康，以实际行
动践行 “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的庄严承诺。

作为党员干部，就要像路生梅一样，以恒心坚守初心，用执
着诠释坚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平凡岗位创造实实在
在的业绩，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一要致敬她“凌寒独放”的坚毅，让青春勤学善为。50多年
前的佳县县医院还没有分科，儿科学专业出身的路生梅，为
了更好医治患者，从“准专科医生”变成了“十八般武艺皆
通”的全科医生。广大年轻干部要她“凌寒独放”的坚毅致
敬，汲取她勤学善为的精神力量，沉下心、扑下身，提升本
领、增长才干，学理论、学政策、学业务，既要向书本学，
也要向工作学，既要向同事学，也要向群众学，不停提升理
论功底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二要致敬她“播撒芬芳”的无私，让青春甘于奉献。多年来，
虽然路生梅有机会选择去条件更好的大城市，但是她却从没
想过离开，被广大群众和医生称作佳县儿科的“定海神针”。
她就像是一支甘于忍受严寒的梅花，盛放在万花之前，用暗
香浮动引来天地间的万里新春。广大年轻干部要向她“播撒
芬芳”的无私致敬，汲取她甘于奉献的精神力量，始终将群



众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放在心中，烦民之所烦、想民之所
想，到乡村振兴一线、基层治理一线等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奉献自我、燃烧自我。

三要致敬她“超凡脱俗”的高洁，让青春廉洁自律。路生梅
一生行医一身清廉，退休后的路生梅仍选择留在佳县为患者
免费义诊，如同傲然独立的梅花般冰清玉洁、不落流俗。广
大年轻干部要汲取她廉洁自律的精神力量，养一身正气，塑
一身铮铮傲骨。面对低级趣味、歪风邪气，要勤掸“思想
尘”，练就廉洁自律的定力;面对贪欲，要坚决遏制、警醒戒
惧，划好廉洁自律的界限;面对“心中贼”，要时刻绷紧作风
之弦，从根本上守住两袖清风，换一身如梅花般的廉洁风骨。

一心为民不言悔，铁肩柔情担重任。我们要从路生梅身上汲
取榜样力量，一“路”生花、如“梅”绽放，用心用情用力
服务好人民群众，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
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
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

可见，女子教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无比重要。

虽然教育家们早已看到女子教育的重要，也在积极呼吁，但
中国自古以来的陈规陋习仍然在不同时代拖着同样的后腿：
女子无才便是德，出阁前以父为主，嫁人后以夫为天，女子
是名副其实的附属品。

万幸的是，我们的教育家们看到了这些：从康有为到梁启超，
他们在倡导女子教育的同时，也在积极实践，从创办中国第
一所女学开始，再到后来的男女同校，无数教育家的努力，
才换来本就应该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



而在每个时代，那些为民众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教育者们，
会让我们格外动容。就如那朵开在悬崖上的桂，雪中的
梅——张桂梅老师。

初识张桂梅老师，源于一篇公众号的推送文章，但最让我难
忘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张病痛缠身却眼神坚定的照片。
当我了解到这个伟大的人民教师，为了山区女童能够改变命
运毅然决然地坚守了几十年时，我的内心无比敬佩。

当学校组织全体教师一起观看学习张桂梅老师先进事迹时，
从视频中，我看到了需要搀扶才能支撑身体前行的张老师，
听到了她非常激动又时而哽咽的声音，那一个个瞬间，都让
我眼泪跟着流下来。

张老师在讲话中说她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但在我们心中，
她不仅不普通，而且是值得我们广大人民教师学习的榜样。
她在讲话中，讲到自己看到山区的女孩因为家庭贫困失学时
哽咽的瞬间，让我感受到她是真的心疼那些因贫失学的孩子。

作为教育者的张老师，太知道女子受教育的意义了，所以才
有了她无论如何都要建立免费女子中学，为了建立免费学校
去筹款，甚至想要透支自己的棺材本，这种执着最后换来了
华坪女子高中的建立，而这所学校也是全国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

但在这个过程中，张桂梅老师透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工资、
棺材本，更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毫不夸张地说，她
是用生命在从事教育。

很多人觉得不值，但我却从张桂梅老师那一张憔悴的脸庞中，
读出了她的焦急。她焦急于因贫失学下会有更多的女孩被迫
走上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她焦急于看到那一双双渴望读书的
眼睛因为贫困辍学流下了太多的泪水。



所以，当她说自己做的事情拯救了一代人时，我觉得一点都
不夸张，张桂梅老师不仅拯救了一代人，还有更多代人。

执着，坚定，奉献，是我从张桂梅老师身上学到的。此时此
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张老师拿着喇叭喊女孩们起床，
严厉有加，而转眼间又看到她拖着病痛的身体，挨家挨户地
家访，搂着那些女孩时温柔安抚，耐心劝导，这样一位严父
慈母兼具的师者，手缠绷带，病痛缠身，让人瞬间泪目。

正如感动中国给张桂梅老师的颁奖词：烂漫的山花中，我们
发现你。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歌唱。命运置你于危崖，
你馈人间以芬芳。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
向世界表达倔强。

张桂梅老师是这样的，她就是悬崖的桂，雪中的梅。这种精
神不必宣扬，自带芬芳。

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当年，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创造了当代“愚公移山”的奇
迹。如今，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村民凭双手凿出一条生命之渠。
在平原上凭双手凿出水渠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在山上，那
里有绝壁、有险崖，一不小心就可能身处险境。面对恶劣的
自然条件，黄大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攻坚
克难。功夫不负有心人，黄大发执著地“和大山较劲”，最
终取得了胜利。

当下，全国正在推进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外部输血的同时
更需要内部造血，需要调动起贫困地区人民投身改革发展的
积极性。山区自然条件不佳，但人们应当有人定胜天的信念，
要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困难摆在那里，如果总是想着绕着走，那只能说
明能力有限，只能说明毅力不够强大。困难像弹簧，你强它
就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把困难征服、跨过困难这道坎。



很多时候，能不能跨过困难这道坎，就在于人们是否有战胜
困难的坚定信念。

和大山较劲，彰显了黄大发老支书的为民情怀。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既然当了村支书，就应该切切实实为民谋福祉。
没有好的水渠，村庄“一年四季包沙饭，过年才有米汤喝”，
村民的日子十分艰苦。农民以种田为生，解决好摆在村民面
前的灌溉难这个“拦路虎”，农民才能吃得饱饭、穿得暖衣。
在山区修水渠，尽管很困难，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黄
大发老支书带领村民修建水渠，付出了很多辛劳。修渠的过
程中，老支书还承受了亲人离世带来的伤痛。好在，全村上
下一条心，终于修成了水渠，庄稼灌溉难的问题迎刃而解，
村民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修水渠只是第一步，黄大发没有
停下自己的脚步，而是在此基础上带领村民继续通路、通电，
朝着更好的日子迈进。

和大山较劲，黄大发的自力更生精神值得人们学习。自力更
生精神，正是黄大发老支书的“大发”境界。胶鞋已经断裂
却舍不得换一双，这个生动的细节正是老支书简朴生活的写
照。共产党人，就应该像黄大发一样“先忧后乐”“先苦后
甜”。黄大发的“大发”境界是一种精神力量。今天，物质
生活富裕了，少数年轻人不肯自力更生，毕业了还在啃老，
这是不妥当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通过自己的双手奋力拼
搏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黄大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每个人
都应该从他身上汲取自力更生的正能量。其实，中国经济取
得这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正是因为弘扬了自力更生的精神。
物质生活好了，但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能丢。自力更生，掌握
核心技术，才不会被别人卡脖子。

阅读黄大发的先进事迹，不禁让人对他肃然起敬。



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时代楷模张玉滚作为河南省69名拟出席党的 _党代表之一，
不仅是河南的荣誉，更是镇平的骄傲。为广泛宣传党代表的
感人事迹，9月20——21日，镇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随河南卫
视摄制组一行赶赴张玉滚的工作所在地——镇平县高丘镇黑
虎庙小学，用镜头记录下了张玉滚紧张忙碌的一天。

早上六点，黑虎庙小学操场已排起了整齐的长队，张玉滚同
孩子们一起跑操，一起锻炼，只见张玉滚佩戴口哨，英姿飒
爽，宽大的操场，口哨声此起彼伏，脚步声铿锵有力，孩子
们自信豪迈，充满活力。

七点钟是孩子们的早读时间。大山里空气清新，孩子们一改
在教室里早读的习惯，把读书活动搬到校园内，张玉滚不时
的行走在孩子们之间，一边辅导学生，一边跟学生们一起朗
诵课文。校园内书声琅琅，生机无限。

上午第三节，张玉滚需要上五年级的道德法治课，这节课讲
述的是主题是“学会沟通与交流”。张玉滚在讲堂上耐心讲，
关键之处，他不时走下讲台，与孩子们一同交流，现场探讨，
整个课堂既生动活波又不失严肃。下午第二节课是科学课。
张老师别出心裁，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把科学课堂搬到山
沟里进行实地教学。秋天到了，正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张玉
滚把现场教孩子们认识板栗的生长习性和果实的食用功能作
为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只见孩子们欢呼雀跃，争相恐后的去
捡拾打落在地上的板栗果实，挤着张玉滚问这问那，看此情
景，张玉滚满脸欢欣。

晚上，大山里特别寂静，教室里的灯火通明。为了不打扰孩
子们的自习时间，张玉滚从教学楼一楼到二楼，从三年级到
六年级，逐个教室进行检查，遇到不懂提问的孩子，张玉滚
不厌其烦的一一辅导，现场画面温馨而感动。



晚上九点，住校的孩子们都进入了梦乡，可张玉滚的办公室
内灯光闪烁，他一边在忙于给学生们批改当天的作业，一边
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张玉滚说，晚上备课已经是他多年养成
的工作习惯，从来不拖延到第二天。

备完课后，张玉滚总是不忘打着手电筒，把住校孩子们的宿
舍认真检查一遍。哪个孩子的被子没有掖好，哪个孩子有不
好的睡觉习惯，哪个孩子有晚上吃零食的坏习性，他都要一
一纠正。

这就是张玉滚忙碌的一天，他坚守在大山深处二十余年如一
日，展现出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那枚备课记录薄
上金光闪闪的党徽，他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因为他深信一
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深知一个 _代表肩上沉甸甸的那一
份责任。

榜样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黄大发带着数百个村民，用36年时间用钢钎凿、风钻敲，前
后历经30余年，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
当地人管它叫“大发渠”。潺潺渠水，润泽了当地1200多人，
使曾经闭塞的贫困村面貌一新。

黄大发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老支书。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必须来回
走两个小时，争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连“牛脚窝水”村
民都要收集起来。“一定要想法通上水，让大家吃上米
饭。”黄大发暗下决心。

修建水渠要经过3座大山、大小9个悬崖、10多处峻岭，大土
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要从悬崖峭壁上打出半幅
隧道才能通过。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
人拉着吊下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有几次，黄大发几乎
与死神擦肩而过。1995年，一条跨3个村、10余个村民组，主



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水渠终于完工。群众以黄大发
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黄大发说，这么长时
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股绳的关键是“党员带起头，大家一
起干”。

2015年，遵义有关领导了解到，这位80岁的老支书有个心愿，
就是有生之年能去省城看一看，于是决定满足他这个心愿。
到了贵阳，老支书既没有提出到风景名胜去逛逛，也没有要
求去商场转转，而是提出去贵州省委看看。站在省委大门口
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石
碑，一言不发地站立着……就这样，默默站立了10多分钟，
黄大发回身对陪同人员说：心愿了了，可以回家了。

陪同人员问：到别处看看吧?黄大发把头一摇：“党组织信任
我，把草王坝村交给了我，现在，渠通了、电通了、路也通
了，我交上答卷了。”

合格党员的标尺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正是这一个
个鲜活真实的合格形象，汇聚成蓬勃迸发的向上力量。看了
黄大发的事迹，我深受感动，泪水迷蒙了双眼。我为我们贵
州有一个黄大发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
楷模。作为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黄大发同志先进事迹，扎
实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大
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诱惑来临时守住底线，艰难困苦中坚
韧不弃，危急关头下冲锋在前，做新时期合格党员，向党组
织交上合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