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 岗位学雷
锋标兵事迹材料(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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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篇一

xx，42岁，现任西延铁路公安处延安站派出所所长。20xx年怀
揣着儿时的理想踏入了警营，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一
名基层派出所所长。先后荣立获个人三等功1次，个人嘉奖3
次，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近年来，带领全所民警，查处治安案件4000余起，破获刑事
案件8起，抓获网上逃犯180名。他几乎放弃了休息时间，可
正是这种牺牲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感染着所里的每一名同志。
他总说，帮助旅客群众是他最快乐的事情。

从警22年来，他先后收到锦旗6面，感谢信10封。特别是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在他的带领下，该所形成
了一股学雷锋，助旅客的良好氛围，先后帮助困难旅客350余
人次，找回遗失物品200余件，现金4万余元，手机、银行卡、
身份证等物品180余件。在一次巡逻中，他发现一位老人倒在
地上，从老人模糊的言语中，得知老人姓王，本地人。

通过积极寻找，老人的儿子终于赶到了火车站。儿子激动的
说：父亲患有老年痴呆，没想到被民警同志给救了。儿子和
父亲热泪相拥的场面，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更加坚定
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



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篇二

"有事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会帮。"3月2日上午，在徐州市
铜山矿乡关系协调中心书记办公室，惠本杰接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求助者他并不认识，却家长里短地聊着，就像熟
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他家里遇到点矛盾纠纷，电话找到我
去调解，这是人家对咱的信任。"热心肠的惠本杰，但凡知道
谁家有事，总会伸手帮一把。

就这样，惠本杰能出手时则出手，尽心帮助弱势群体，认下
了一群"穷亲戚"，还连续数十年参加无偿献血并签署了遗体
和器官捐献协议。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明办命名了
第七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惠本杰
被授予"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履职尽责的"拼命三郎"

在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车村，80岁的村民袁孝经说，以前村
里全是"木筋房""水泥路""游泳池""黑水潭"，进村胶鞋出行，
住村胆战心惊，现在被"当家人"惠本杰给改造好了，让农民
也住上了城里人的房子。

据了解，车村受采煤塌陷影响，民屋开裂严重威胁群众安全，
惠本杰带着工作人员数十次协调矿上和村子磋商，又多次到
徐矿集团专项汇报，调研煤塌地村庄搬迁安置，还协调区相
关职能部门为村民争取集中居住政策支持。工地上，经常能
看到惠本杰的身影，工人忙不过来，他甚至搬砖锄泥搭把手，
他说："我宁可跑断腿、磨破嘴，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子。"

在惠本杰的协调努力下，车村变了样，曾经的采煤塌陷区，"
疮疤"变"风景"，"包袱"变资源，乡村按下了"美颜"键，而惠
本杰也成了大伙儿公认的"拼命三郎"。几年来，他和单位员
工协调矿地双方签订各类补赔偿协议302份，合计约8.8亿元，



实施搬迁村庄20个、中小学3所，7.6万余人受益，复垦和整
理土地2万余亩，妥善协调化解矿地矛盾问题百余起。搬迁安
置的丁场村、棉布村、郭桥村等20余个村庄，都成了新农村
建设的亮点工程。

扶困助残的"活雷锋"

"可能和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吧，我就爱帮人一把，帮的
也都是小事。"惠本杰说，每当看到别人有困难，只要自己能
帮得上，都会尽力去帮，帮完心里舒坦。

在部队服役期间，惠本杰认识了在部队驻地附近修鞋的一名
残疾人罗传根，他每天早晚为罗师傅搬装工具箱，中午还负
责送饭，他还自发把战友们需要缝补的鞋子、背包等送到罗
师傅手里，再把维修好的送到战友手中。一时间，他成了"运
输大队长"。

惠本杰刚到利国办事处工作时，结识了困难户、残疾人李勇，
为缓解李勇的病痛，惠本杰四处求医问药。2016年，李勇的
儿子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资金上遇到了困难，惠本杰得知后，
当即把两千元慰问金送到李勇家中，解决了燃眉之急。在惠
本杰的感染和支持下，2017年3月，李勇创建了非营利性社会
公益组织——永春残疾人之家，并创办了宠物玩具厂，带动
数十名残疾人就业，如今已成为残疾人创业致富的平台。

惠本杰还发起了"同圆一个梦""暖冬行动"等关爱孤残人员的
爱心活动，让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关爱。他曾热心接力守护，
为蒙童复明受损眼睛;他曾路见不平一声吼，助女大学生摆脱
坏人骚扰……一桩桩助困济贫的故事感人至深、触动心灵，
他成了大伙儿口中的"活雷锋"。

"弱势群众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是我的亲戚，能帮他们一把，
我感觉很幸福。"惠本杰说，他的"亲戚"还有一大群，徐州"
保尔"郑复生、铁桶少年魏纯阳、彝族残疾人阿海补日等，为



了这些"亲戚"，惠本杰不停地忙碌着，并且还将继续忙碌下
去。

签署遗体捐赠，影响身边人向善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惠本杰连续数十年参加无偿献血并带
动了身边一大批人志愿加入无偿献血和爱心公益活动之
中。2019年初，来徐州投资的港商舒明先生被他的事迹打动，
恳请跟着他到矿大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像这样的事例还有
很多，惠本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也影响
着大家加入爱心慈善队伍中来。

2019年，惠本杰悄悄签署了遗体和器官捐献协议，他这样告
诉记者，人生短短几十年，等到离开的那一天，若还能为社
会、为他人做点什么，那才有意义。"这些都是小事，只要我
身体允许，还会继续多帮助一些弱势群体，要把正能量发挥
出去。"惠本杰说。

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篇三

在通辽市，有这样一处场所，它有高墙而没有电网，一群人
民警察，即是管理者，又像医生、像老师、像亲人一样，对
一群被“毒瘾”腐蚀的灵魂进行矫治挽救，这就是通辽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张峰同志就是这人民警察中的一员。

军中锻造 初心不变

张峰同志，2002年转业到通辽市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工作，现
任通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中心负责人，三级警
督。12年的军旅生涯，他从卓资山下到科尔沁大草原，从战
斗连队到通辽军分区，从普通战士到党员先锋，在无数次备
战执勤中，都以过硬的技术和作风，圆满完成各类通信保障
任务。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在一线指挥部连续奋战，



坚持把每道指挥命令准确传达到位，圆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
被内蒙古军区荣立个人三等功。从一名列兵成长为三级士官，
从大山里的守备部队到城市里的军分区，他无论在哪个战斗
岗位，都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苦练军事本领，多次被
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部队的12年培养，为张峰同
志的人生打下了鲜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底色，锻造、养成了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

张峰同志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军人，虽然脱去了军装，
但我仍是一名战士，战士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到党和
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我还是一名戒毒人民警察，新时代戒毒人
民警察，就必须要忠诚担当，爱岗敬业，不断完善和提高自
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挑起保平安、促稳定的重担;我更是一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听党指挥，无论在
什么岗位上，都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做__的忠实维护者和践行者”。

从军12年，从警19年，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警营，张峰同志
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工作岗位在变，但初
心使命从未改变 。

急难险重 敢于担当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通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原有的工作秩序，全所转入封闭管理执勤模式。那时，张峰
同志正在陕北老家休探亲假，照顾卧病在床的老母亲。疫情
就是命令，责任就是担当，他没有多想，立即告别母亲和家
人，中断休假，大年初四就从陕北老家返回通辽投入到了紧
张的抗疫工作中。张峰同志作为场所医疗中心负责人，工作
繁杂，任务艰巨，坚持每日巡诊、问诊和药品配发，坚持在
一线循环封闭执勤，始终把场所日常疫情防控工作做得井然
有序，保证了通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干警和戒毒人员无一感
染。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共产党员，在急难险重的政治考验
面前，他始终毫不退缩、敢于担当。2017年，张峰同志勇敢
踏上援助工作征程。在援助期间，他一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始终工作在监管改造一线，被内蒙古自治区戒毒管理局荣
立“个人三等功”。

甘于平凡 求真务实

2002年，转业到地方监管场所工作以来，张峰先后在多个部
门工作过。他一直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努力做好每一项工
作。在生产科工作期间，他想方设法为场所寻找合适的习艺
项目，成功引进了一家鞭炮生产企业，为学员提供了一技之
长的学习的平台。在管理大队担任管教干部期间，认真履行
管理职责，时刻坚持“三大现场”直接管理，他包联的几十
名学员，没有一人再重新违法犯罪。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
负责警用车辆的使用和维护，无论是执行押解任务还是执行
公务，都不辞辛劳、不分昼夜、不讲条件，警务执勤连续30
万公里无事故。2016年，张峰同志随工作组派驻到奈曼旗开
展督导落实重点工作，连续二十个月的工作时间，上山下乡、
进村入户，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这期间，远在陕北老家的母
亲突发脑梗住院，但当时下乡任务正处在关键时期，考虑到
工作已经展开，如果此时调换新同志，很难快速进入状态。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始终没有向组织和领导提起过这件事。
母亲病重，却不能马上赶到身边尽孝，心中留下了对亲人的
深深愧疚。

张峰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发扬光大了伟大的雷锋精
神。2018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表彰为全区岗位学
雷锋标兵;2019年，被中宣部表彰为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2020年，被通辽市委政法委表彰为“年度十佳法治人
物”;2020年，被通辽市司法局荣立“个人三等功”，特别是
在抗击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被司法部荣记嘉奖一
次。



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篇四

小琳，一个十三岁的普通的女孩，她是孙庄小学六年级的班
长，是一个坚韧、顽强、全面发展的优秀女生。

小琳同学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
在村中工厂上班。虽然家境一般，但她始终以乐观、豁达的
心态面对着一切，她以雷锋为榜样，认真贯彻雷锋精神，她
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积极参加学校
举行的各种公益活动，受到了家人和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在学校，她同样做得更出色，她成绩优异，是全校学生的学
习榜样，身为班长的她，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处处以身作则。
她关心班级，对集体的事格外用心，每次学校举办集体活动
或比赛，老师让她安排时，她都会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兴趣广泛的她，自己还经常主动的参加到学校的活动和比赛
之中，她和同学们团结一心，为班级赢得了不少荣誉。上五
年级时，学校组织班会比赛，老师将任务交给了她之后，她
经常抽掉自己的休息时间准备班会，及时向同学们分布任务，
与同学们进行彩排正式比赛前，老师看了一下这节班会彩排，
十分顺利，最终，我们班得了第一名。

她善良、热心，从不拒绝同学们的求助，她经常帮助同学们
解决困难。郭红微同学学习状态不好或有什么问题，她都会
主动与同学们沟通，她还经常帮助几位成绩不理想的同学辅
导功课课间，她很少走出教室，要么她在一旁为同学讲题，
要么和同学沟通，帮同学解决一些问题，要么坐在座位上努
力学习如果教室没有她的影子，那么她一定在办公室向老师
反映班级情况呢！她是一个无私的孩子，她乐于奉献，她经
常为了给同学讲题或为了处理班级的某些事情而牺牲自己的
游戏时间的时间虽然这些事耗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可她却
从不抱怨，她是老师同学眼中最优秀的学生，最负责任的班
干部。



一张张奖状，一份份荣誉是一份又一份的鞭策，让她在前行
之路上更加努力地奋进现在的她和以前一样，始终贯彻雷锋
精神，以雷锋为榜样，虽然上六年级学习紧了，但她依旧会
在周末帮父母做家务，依旧是父母眼中的好女儿；她始终把
学习放在心上，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优秀中学生；她依旧像以前一样，把班级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主动的帮助同学们解决困难，是同学眼中的好班长，
每年学雷锋活动月，她都主动组织同学们一同去探望孤寡老
人，为生活清贫的孩子送去一些新的学习用品，她是我校学
雷锋活动当之无愧的带头人。

岗位学雷锋标兵事迹简介篇五

近40年来，她坚守科研一线，攻关克难，设计的轴承既能上
天，也能入地，成为我国轴承行业的一朵铿锵玫瑰。近日，
全国劳动模范、中山市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山市盈科轴承制
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冰，向记者分享了她的“轴承情缘”
与雷锋精神之间东关系。

在中山市盈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车间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记
者看到了这些年来王冰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各项荣誉。面对
荣誉，王冰很淡定，“纵观雷锋同志的一生，其实没什么轰
轰烈烈的大事迹，所做的都是平凡小事，我从小就记住了雷
锋说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句话，我就按这句话来
定位自己，搞设计做产品就是要实实在在，做人就要像轴承
一样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轴承藏身于机械之中，看不到，却
非常重要，小到剃须刀、自行车，大到汽车潜水艇、卫星都
离不开它。”

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个女性矢志不移地研究轴承呢?“小的时
候想当兵，后来国家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我就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学理工科。”王冰说，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一恢复，
她就立即报了名，如愿考入合肥工业大学，就读她梦寐以求



的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王冰进入了当时中国轴承行业唯
一的国家级研究所——洛阳轴承所。期间与团队一起研发生
产的轴承随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升空入轨，并获得机械电子工
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顺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王冰与丈夫双双进入中山市
轴承总厂。1999年，轴承厂转制，王冰与丈夫参与创办中山
市盈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成为技术带头人之一。

“以前都是跟卫星、导弹打交道，而中山轴承厂当时做得最
多的产品却是农机配套的普通零件。”为了度过适应期，王
冰更加刻苦学习、工作，将科研装备工作者的严谨和经验技
术带到了轴承厂，带领轴承厂走向生产经营的规范化、系统
化、制度化。

2003年，欧洲一家知名电梯制造企业打算推出一种新型绿色
节能电梯，这种电梯曳引系统主机体积比传统电梯差不多减
少70%。主机体积越小，轴承尺寸就越小，要求越高。

获悉这个消息后，王冰带领团队主动出击。在只有90天的紧
迫送样期内，她带领团队在结构设计、工艺方法、检测手段、
试验设备等多技术层面同步攻坚，自己开发软件、自行改造
设备，自主发明检测仪器和试验机，研制出兼具精密多楔带
传输功能与轴承减摩作用的一体化精密快装复合单元，击败
竞争对手，获得了批量配套许可。

对王冰和她的团队来说，创新已经成为习惯。2011年，公司
里有了以王冰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将技术人员、工匠型技师、
技工、高级工和一线车间工人均网罗其中。

当记者问到，一个毕生都和轴承打交道的人，是如何理解并
践行雷锋精神时，王冰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雷锋精神在不同
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对我一个与轴承打交道的理科生来说，
学雷锋就是学习雷锋同志的螺丝钉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努



力钻研技术，做好每个轴承，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出
自己的绵薄之力。

“ 别人看轴承好像铁疙瘩，我看它就像是艺术品。” 王冰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