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 医务人员驰援新
冠疫情先进个人主要事迹(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篇一

xx室科主任和护士长带头走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值班、查
房、开医嘱、打针、配药、消毒、隔离、宣教、排查，严防
死守，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每天我们按照主任、护士长的安排，
戴口罩，勤洗手，适当通风，保暖，加强护理，严格消毒，
比平常更加仔细地用消毒液配比擦拭房间和床铺的每一个地
方，坚决杜绝病菌的产生，织密疫情防护网。

为了切断疫情传播途径，院领导不提倡老人家属前来探视，
家属也自觉地不来探视。x奶奶的女儿在微信里向我哭诉从来
没有这么久未见妈妈，很难过，但为了不把病毒和细菌带给
老人们，一定会克服!我会把视频打开，让她与母亲视频，女
儿看到虚弱的母亲，看着我为她母亲精心地注射流饲，看到
床头柜上医院赠送的冰糖桔，感动地不停流泪，不停地说着
感谢!我为这些好儿女们点赞!并告诉她:“请放心!我们一定
会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好老人的，老人的安全也是我们的牵
挂!”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生命重于泰山。“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我们的老人一个也不能得!”一旦有一个老人得
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守护老人，为了守护我们的xx室，
我们暗暗地使劲、加油!下班不下岗，观察巡视，解释疏导，
喂饭喂水，翻身拍背，抺洗，每一项护理都要比平时更认真、
更仔细。由我负责护理的27床的李嗲嗲，是一个思维比较清



楚、病情较严重的老人，由于这次疫情，他的家人也不能来
探视。他的心情很低落，我每天耐心地开导他，和他说说他
原来的事情，这几天心情大好转。他打电话告诉妻子，一定
要感谢护理员小舒!他的妻子对我说，“小舒，过年给你红包
你不要，我现在千言万语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心!你真的太
尽心了!正因为有你的付出，我才能放心，我很感动，真的谢
谢你!”我诚恳地说道:“不要说谢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你们能放心地把老人完全交给我们，我们肯定会尽心的。这
也是我的职责!”

“叮叮”手机在提醒我来新的消息了，这是夜班护士发布的
最新老人体温报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科室的病人一个都
不能发烧!为了全面及时掌握老人们的体温，晚班护士要对每
个老人量两次体温，发烧的老人处理后还要复查，为了更准
确，我们科用的都是体温表，腋温，要甩好几次水银才会甩
下来，护士手都甩发抖了，每班查房，量体温，配药，打针，
输液，一个班下来，值班护士都会身上冒汗、脚发软、手发
抖，但没有一个有怨言!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终于没有发烧
的了。

不一会儿，手机又在“叮叮”响起，原来有休假的同事因班
车停运不能按时归来，唐姐马上回复“没问题!可以随时待命
上班”。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西结合团队微信群，把我
们xx室所有人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
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xx个急危重症病人，即使鼻饲、卧床，即使在这样的隆冬腊
月，即使都是奄奄一息的老人，他们的病情都尚平稳。正是
有许多个如xx室这样的科室坚守，xx目前还未发现一例疑似病
例，整体平安稳定。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篇二

门诊护理岗位,原本普通而平凡,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担负起疫情防控
的重要使命。门诊护理负责人__在这里坚守着她的岗位,履行
着她的职责。

夜间里微信里熟悉的消息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她,是不是“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又加重了?心中的这份不安,让她忘
记了这是夜间,清醒过来的她早已没有睡意,“大疫”当前,排
兵布阵必不可少,“电脑……我的电脑在哪里”?连夜查资料,
补功课。提前对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岗位、人员做好安排。

当把一切都理顺了,天也亮了,她早早来到医院,准备好一天的
防护物资,便立即组织科室全体人员召开简短会议,将防护知
识、发热人员排查、诊治引领作为重点,一一进行安排,尽量
做到有条不紊,不留遗漏。

安排好工作后,她便亲自参与一线工作,测体温、分诊、抽
血……,常常顾不得吃饭,疫区来的发热病人,更是积极详细询
问……连续几天高强度工作,拖垮了她的抵抗力,出现乏力、
头昏等症状,化验血出现白细胞、淋巴细胞明显下降。门诊护
理是一个接触病毒高风险的岗位,她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相关表
现,所幸的是核酸检测阴性,排除了新冠肺炎。抗疫重任在肩,
她顾不得身体虚弱,立即向护理部申请复岗,护理部蒋主任关
心她说:“你抵抗力低,多休息几天”,但她担心科室工作,根
本不可能安心休息。“我已经落下几天工作了,能坚持下
去……”,坚定回答后,在她的再三要求下,又开始了她“穿
梭”。

作为普通人的她,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她的七十多岁父
亲,刚做完肺部手术,身体未恢复,她也未能有时间照顾。电话
那头经常传来,你舍我们小家,护卫着大家,我们不怨你,但你
也要注意身体啊……“好的,好的……”嘟嘟声还未停止,便
把手机放进了兜里,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有一种初心叫迎难而上”,在__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南



丁格尔”精神深入灵魂,虽然是平凡岗位,却书写出她不平凡
的人生。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篇三

__，男，196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1983年8月参加工
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副主任技师，2004年5月
至2014年3月任__县疾控中心主任，现任__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部书记、院长。

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他以舍我其谁的气概，谱写
了一曲生命的华章，用爱和担当彰显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
心，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对父母，他心怀愧疚

他的父母年逾八十，患有高血压、肺气肿等慢性病，生活起
居极为不便。平时因为工作，他和也是医院儿科主任、疫情
防控医疗救治组专家组成员的妻子每天早出晚归，与父母聚
少离多。本以为春节放假，一家人团聚，可以安心陪他们几
天，不料疫情突发。

自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以他高度的敏感意识严阵以待，做好
了全力战“疫”的准备。

他赓即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爸、妈，我和她都要加班，你
们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哦!另外，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
哦!”

叮嘱了父母几句，他和妻子义无反顾的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自古忠孝难两全。他知道，在亲情和责任面前，他必须
首先选择责任。他是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是他的天职。



对工作，他满腔热情

疫情就是命令。

作为一个资深防疫人，他经历过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
震、13年的芦山地震。10年的疾病防控经验和专业的疫情防
控敏感，让他意识到此次新冠肺炎来势汹汹，非同一般。

在人人谈“冠”色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动员大会，
贯彻落实中、省、市、县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救治的指
示精神，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组织协调
医院的疫情防控及救治工作。

他多次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控工作，听取、收集各方面情况，
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抽调精兵强将充实一线队伍，成立党
员突击队和党员志愿服务队，迅速调整、改造感染科病房以
承担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医院疫情
防控及医疗救治井然有序。

从1月21日接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到2月7日__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治愈出院，整整18天，他以院为家，忍受着肾结石的剧痛
坚守岗位，始终靠前指挥，夜以继日的奔波在每一个防控点
之间，组织专家反复讨论病历、确定诊疗方案，时刻关注救
治进度，时刻予以专业指导。

当同事们看到他脸色憔悴、痛得冒汗，劝他休息时，他
说：“我是一名党员，不是甩手掌柜!”吃一粒止痛药，他又
义无反顾的开始了工作。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徽增添
了一抹亮丽的红色，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与担当。

2月7日，当__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他终于松弛了
神经，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微笑。他知道，这标志着__在阻击
新冠肺炎的战役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18天的辛苦付出终于



没有白费。

对同事，他关怀备至

新冠肺炎的特殊性在于，它在潜伏期也能感染人。这对他及
医护人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在他眼里，与他战斗在一起的全院医护人员，不亚于自己的
兄弟姐妹，保护好他们，是防控疫情、救治患者的基础。在
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他多渠道筹集购买，第一时间保证
全院医护人员佩戴好符合医用标准的口罩和护目镜、穿上防
护服，并安排为全院职工熬制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汤剂。

他说：“你们自己都保护不好，谁来救人?”因为他知道，保
护好医护人员的健康，才能更好的保护好群众的健康。

不仅如此，他把对亲人的关爱倾注在全院医护人员身上。大
年初一，他带队慰问隔离病区一线职工，远程组织为隔离病
区不能回家的护士过生日，和工会一起慰问隔离病区的职工
家属：让全院医护人员倍感医院的温暖。

对未来，他奋勇逆行

时间在流逝，疫情在继续。胜利的曙光已现，但未来的阻击
战也许更艰巨，更具挑战性。

在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的总结大会上，他扔下一
句：“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恪尽白衣天使的职责。疫
情不结束，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停步!”

这是他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是他和全院医护人员的
终极目标。

他带领全院干部职工，无私无畏，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与生命同行。用“医者仁心”，
书写抗击新冠肺炎的胜利新篇章!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篇四

有一种追求，看似平凡无奇，它却成就着不凡的业绩;有一种
追求，看似朴实无华，它却辉煌着一个人的一生，那就是：
热爱中医，甘于奉献。作为一名40岁左右中医门诊医生，他
看上去还那么年轻，但是他的中药却是远近闻名，他就是中
医院医生周道春。

说到中医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人们印象中中医中药在养
生保健方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治病救人方面似乎西
医要来得快些。但是前不久因为一些事，让人着实领教到中
医中药的神奇，也让笔者真正近距离认识了周医生。一位朋
友长期从事伏案工作，因为颈椎病严重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她原本患有强直性脊柱炎，长期吃激素类药物，西药这方面
是不能考虑了，很多理疗项目也不能做，除了针灸。无奈神
经压迫症状太严重了，而且朋友也不能耐受针炙，治疗效果
自然不明显，症状越发严重。她让笔者带她找周道春医生看
看，据说这位医生素有“周半仙”之称。笔者以前只是听说，
从没接触过周医生，碍于朋友请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
了周医生。虽然中药没有副作用适合养生保健，但是在治病
除痛方面笔者还是侧重于西医。

看了检查单，周医生详细四诊之后开了五副中药，笔者看了
下也就几味中药，也没开西药。他只是将中药煎服法详细告
知患者，先吃吃看吧，不行再想其它办法吧!这是周医生的原
话。老实说，当时也就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所谓病急乱
投医，笔者只是希望能帮朋友做些事，至于效果自然要看吃
药后才能确定。在陪朋友就诊全过程里，至始至终周医生都
是面带微笑心平气和，这样的医生有时本身也是一种正能量
的传递。



朋友回家就开始煎中药喝，第一天没有什么变化，到第三天
早晨打电话给笔者，电话那头她兴奋告诉笔者，感觉疼痛好
些了，上肢能抬高而且好像也没有之前那样僵硬了。笔者听
了之后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就几味中药，有那么神奇嘛?朋
友吃了五副中药之后，迫不及待的让笔者带她再去找周医生，
去时病人很多，就陪朋友在一边等，一边看他给病人看病。
周医生看病那才叫四平八稳，无论病人如何多，始终坚持认
真耐心，有时候遇到老人家，看上去状态不好的，都是亲自
搀扶病人就座。后来听朋友说她又去复诊几次，最后一次去
时，周医生说不用吃药了，只要按照他教的方法坚持颈部活
动就可以了。至今朋友颈椎病没再复发过。

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次笔者先生同事到他办公室
玩，谈及脸上患有激素性皮炎痛苦不堪，西药是不敢吃也不
能涂，但是脸部痒痛症状却很明显。曾经如花似玉容颜现在
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到了夏季更是痛苦不堪。之前看了不
少地方始终不见效果，先生就建议她试试吃中药调理，反正
中药也没多少副作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说上
次笔者是半信半疑，这次找周医生则有点想挑战的意思。周
医生在详细四诊之后还是只开五副中药，依然谦逊地说回家
吃吃看吧，如果感觉皮肤不痛不痒症状好些就再来。几天过
去没有接到电话复诊，想必这中药也没有那么神奇，也就没
再多问。没想到后来笔者先生告诉她说同事吃了中药效果很
好，脸部感觉舒服多了，因为不好意思麻烦笔者，她自己找
周医生又开了中药，还一直在吃呢。为了美她打算坚持吃一
段时间中药，最重要的是她从周医生那里懂得一个道理，像
她这样的皮肤毛病更多的需要内调而非外治。这以后遇到难
缠的问题都喜欢让病人找周医生，他都是只开五剂中药先吃
吃看，这句话已成了他谦虚待人的口头禅。

作为一名医生，他总是从病人的角度出发，理解病人的困难，
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尽力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能用中药
解决的尽量不开西药，能不用检查的就不检查。在病人当中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病人之间口口相传，慕名前来的病人越



来越多，以至于他每天都不能按时下班，有时候病人实在太
多了，就让家人将饭送到单位，简单吃点再接着看病人。因
为有很多病人很多来自农村，难得上来看病，不忍心让病人
等太久。即使节假日休息，只要有病人打电话，他就到医院
来上班。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生病也不能分节假日，人家
也是没办法。”朴实的话语里透露出周医生满满的责任心和
爱心。

医务人员个人主要事迹篇五

抗击疫情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有人轻装上前线，有人
在后方负重前行。打好疫情防控工作，基层医生首当其冲，
石首市高陵镇卫生院的xx便是其中一位。

大年三十那天，天气似乎也知人间疾苦，寒风刺骨，风雨交
加。xx忙完白天的诊疗工作，晚上又主动承担起管家铺大桥卡
口的体温监测工作。就这样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一波又一波
的风雨，几个小时后，身上的雨衣也似乎成了摆设，他不以
为然。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力度，各乡镇医院需要接送肺部胸片
异常、武汉返乡人员或有密接史的高危人群到市人民医院进
一步检查诊治，于是徐医生主动承担了这项护送工作。这项
工作既存在高风险，每次护送时间又不确定，一天下来他经
常是忙到晚上十点后才吃上一顿饭。

2月17日的晚上11点，检验科的血球分析仪突然发生故障，一
直不停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如果仪器故障，在疫情
期间很可能联系到不到专业人员前来维修，那将会严重影响
检验科的工作进度，同时不能及时将结果传送给一线医生作
为诊疗依据，也会耽误患者病情。显然，在这个特殊时期，
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大家再一次想到了徐医生，跟他简单讲
了一下情况，他二话没说迅速赶来检验科试探性的开始排查
修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经过反复的摸索调试，仪器终



于修好了，等抬头一看，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还来不及道
一声谢谢，他就离开了，脸上虽充满了疲惫但他很欣慰。

院里院外总少不了徐医生的身影，隔离病区组建时，床位需
要调整，统一搬到指定区域，“来来来，我帮你”xx立马赶过
去帮忙抬病床。只要同事有需要，他完成好本职工作后都是
能帮尽帮，同事总是打趣:明明是个医生，却干成了杂工，活
脱脱的“徐雷锋”。

平时看大家值班挺辛苦，夜晚的同事偶尔也会觉得肚子饿，
徐医生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厨房，摇身一变“暖心大厨”，承
担起替同事煮宵夜的工作。他说:“我做的根本不算什么，跟
那些在大城市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比，真的微不足道。有时
候，虽然是一个杂工的形象，不过能帮到大家，能把每一件
事情做好，我觉得日子过得真的很充实!”

时间还在向前，与疫情恶魔的战斗仍在进行，xx依然忙碌地穿
梭在医院各个角落，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多功能”作用，
不遗余力的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