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桂梅劳模事迹 时代楷模张桂梅
事迹心得体会(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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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一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
课、吃饭、自习、做操。学生们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
跑步去睡觉……每一件事情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
内，学生们开玩笑私下叫她“周扒皮”。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严峻。学生来自大山，学习基础差，
理解能力也不强，教学难度很大。刚开始的几届学生，有些
连中考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过。

在张桂梅和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
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建
校12年毕业10届学生，上线率和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综合
排名始终保持全市第一，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1800多名贫
困女孩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走进了大学，成就了大山里
的“教育奇迹”。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低进高出”的'背后，离不开学生的苦
读、教师的苦教，更离不开张桂梅不顾生死的奋斗。

张桂梅就像一束光，一束帮助大山女孩改变人生的希望之光，
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她
无私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二

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84岁的您，满头银发，一丝不苟，镜片的背后是您坚定的目
光和刚毅的脸，看了就叫人肃然起敬，爸爸说，“国士”也!

这个春节疫情肆虐，不外出，不瞎逛，安安静静地读一本好
书，不给大人们添乱，我想，这也就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个寒假我重读《小王子》，一直认为这是一本肤浅的书，
这次重读，我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它的深刻，明白了它是一本
优秀的哲学童话名著。名著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从
各个角度解读，每个人都可找到故事中自己的影子或启示。

再读《小王子》，我读出了四个字“协同成长”，在我的生
命里，父亲就是我的小王子，我就是他可爱的小狐狸，我真
心的感谢父亲的驯养，父亲的陪伴!

20__年2月4日，立春，而张家口的春天格外的寒冷。这天，
我没有睡懒觉，早早的起来和爸爸一起剪“春”字，一朵、
两朵、三朵、四朵....。一朵朵鲜红的“春”字，就像一朵
朵娇艳的红梅，落在了我的书桌上，也落在了我的心里。

向钟爷爷致敬，这是我写给您的一封信，一封您收不到的信，
因为我已经把它永远地存封在了我的时间胶囊里，时刻的读
一读，时刻的看一看，我今天所写下的文字。

于是，在日记里写道，20__年2月7日，晴，张家口万里无云。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三

那是大约20年前的一天。山路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她手里拿着镰刀，身边放着一个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



山头。张桂梅看见了，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了？”女孩回
答：“我想读书，但是家里没钱，给我订婚了，收了彩礼要
让我嫁人。”张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试着劝返，说：“你们
只要把孩子交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管了。”可
即使这样，女孩的母亲仍坚决不同意孩子回校读书，甚至以
死相逼。张桂梅无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来。

怎么样才能救救这样的女孩子呢？这个难题久久萦绕在张桂
梅心头。

当时的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出了名的“好老师”，还兼任
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是数十名孤儿的
“妈妈”。

当老师，张桂梅发现“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们不
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为了给弟弟交学费，姐姐被父母勒令
退学回家干农活或外出打工；因为收了彩礼，十几岁的小姑
娘也要准备嫁人了。当“妈妈”后，张桂梅又了解到儿童之
家孩子们的身世，他们的母亲有的因杀死家暴的丈夫而获刑，
有的因落后错误的分娩观念而死亡，留下孤苦无助的孩子。

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她开始四处奔走筹款，风吹雨淋，
被冷落，被唾骂，却只筹得一两万元。直到2007年，张桂梅
当选党的-代表，赴京参会期间，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
想”》的采访报道让更多人理解了张桂梅的女高梦。

2008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
子高中。

华坪女高首届共招生100人。她们大都来自山区，多数没有达
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还有一些孤儿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
生父母残疾的学生和下岗职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还
想上学，华坪女高都向她们敞开怀抱。三年后，她们中有96



人坚持到最后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自2011年有首届
毕业生以来，学校综合排名连续10年位列丽江市一区四县榜
首。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四

看过不同栏目的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每一次都很感
动，12月11日又看了中央一台的“时代楷模”发布活动，发
布云南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党委支部书记、校长、华
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

学习她注重学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态度；

学习她厉行节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

学习她淡泊名利、牢记宗旨、忠诚于党的优秀品质；

学习她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开拓精神；

学习她坚定信念、执着坚定、无怨无悔的人生追求。在当前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把向张桂梅同志
学习作为重要载体，张桂梅，像一团火、一盏灯、一颗星，
燃烧着、闪烁着、散发出爱的光芒，向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播
撒希望的种子，引领她们走出大山。华坪女子高中建校以来，
张桂梅帮助了1500多名山区贫困学子走出大山，体现了教育
扶贫，在她身上，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勇担为社会主义事业
培养合格接班人的使命，她以自己的行动和忠诚诠释基层教
育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展现了新时期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
仁心大爱和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

在实际工作中、要把张桂梅同志作为一面镜子，认真开展自
我剖析，真正心系学生，心系职业教育，根据现在生源质量
问题、社会现实问题，改变一些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一切



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五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
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
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
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
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
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
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
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
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
急地说。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
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
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
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
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
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
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
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
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
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
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
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
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
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
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
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
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
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六

对此，为保障新招收100名学生的安全，张桂梅便带着全校的
女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简易“宿
舍”，白天教学，晚上休息。同时，又安排学校里的男老师
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搭起“木板床”，轮流值守校园安全工作，
全体教师为学生筑起了安全保障第一关。

当张桂梅决心要创办女子高中之时，便知其一路坎坷，在这
样的环境里，全校仅有的17名教职员工中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
100名学生有6名提出转学，这些情况让创办女子高中初期本
就步履维艰的张桂梅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没有放弃建立女子中学的
决心。

20__年9月，在张桂梅老师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全国惟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
中——华坪女子中学终于顺利成立。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七

第一次看到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是在20-年11
月的学习强国平台上，起初也只是当作一条新闻点开的，但



看完后内心被深深的震撼了。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张校
长的报道，甚至当时就有一种冲动，我要带女儿去那所学校
看一看，看看别人是怎么学习的，我已经和我家的丫头说了
此事，可惜的是受疫情影响，暂未成行。1月5日，在参加党
员学习时和大家一起再次观看了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我感觉
心情难以平复，必须要写点什么。

-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为了脱贫，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并且决心在脱贫攻坚的路
上决不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张校长扎根云南从事教育几十年，她看到了贫困给学生们的
求学之路带来的羁绊，特别是在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
仍然存在，女孩子十几岁就会出嫁，贫困以及守旧的思想中
断了她们的求学之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校长
走的就是以学脱贫之路。办一所免费学校，这个想法在常人
看来近乎疯狂，先不说别的，我们又有谁敢有这样的想法。
但张桂梅校长不但想了，而且促成了，20__年11月，丽江市
委、市政府决定启建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这所女子高中
不仅是一所免费的学校，而且招收的学生不论基础，不
设“门槛”，甚至第一届的学生有的成绩只能考几分，这样
的成绩谁能想到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三年后的高考中达
到综合上线率100%。虽说社会上难免会对华坪女子高中的学
习方式有杂音，但对于山里的贫困女生来说，只有学习才能
让自己迈入更宽广的天地，才能让自己彻底的摆脱贫困。

我们要记住华坪女子高中是一所公办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求
学的同学从没有忘记对党和国家的感激，而张桂梅校长是用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托起了华坪女子高中同学们
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最后，让我们一起记住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高三誓词：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八

无论在民族中学还是后来的女子高中，教学质量一直是张桂
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学时，曾经有一个班令老师们头疼，张桂梅却主动
要求担任班主任。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为看住那
些晚上总想跑出去的学生，她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和32名
男生住在一起。男生们渐渐接受了张桂梅，感觉“就像在家
里，和妈妈住在一起”。但是，男生们不知道，他们粗重的
鼾声、梦话和脚臭，常常让张桂梅睡不好觉。她甚至从下午
开始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张桂梅在宿舍里铺了两张床，一张自己睡，一
张留给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为了随时关照学生，她睡觉不
脱衣服。有个和张桂梅住在一起的学生，始终不肯和她多说
话。这期间，张桂梅在食堂打饭时，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三
根。她没有住院就又回了学校。每天早晨仍然5点起床，但要
靠学生抱起来；夜里很晚睡下，还要忍着疼痛和学生聊会儿
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不会辜
负张老师。

如今，张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肿块，头上还有骨瘤，
她的肺出现了问题，嘴唇经常没有知觉，但她仍然每天拿着
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饭，喊跑步，喊睡觉……“我要让孩子
们知道，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张桂梅说。

为给学生解馋，张桂梅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
直到有一次，张桂梅去付账时，学生发现她翻遍了所有的包
才凑足了钱。学生们这才知道，张老师每顿饭只舍得吃两角
钱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费仅3元。



她至今还在用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里存着学生和家长的电
话，“听说智能手机容易坏，怕换手机后这些电话号码会丢
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别人买给她的。她去参加党的-大前，
华坪县委给她7000元置装费，让她买套西服去北京开会。她
却用这笔钱为学校买了台电脑。

她把获得的3万多元奖金，捐给了灾区；5000元的劳模奖金，
一次性交了党费；30万元的“兴滇人才奖”奖金，捐给了华
坪县丁王民族小学；昆明市总工会千叮咛万嘱咐拨给她治病
的两万元，她也捐了；她甚至还想预支自己的丧葬费，把这
些钱用在山区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劳模事迹篇九

20__年的年味变得骤然紧张，恐惧。伴随着回家的慢慢旅途，
“不速之客”——新型冠状病毒踏着漫天雪花出其不意
地“占领”武汉城。在一个星期内，病毒飞速扩散到全国各
地以及亚洲多个国家，肆意掠夺了过年的喜悦，人民的恐慌
与惊吓受到了极度创伤。这时，人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
草”——钟南山给予了人们安慰与希望，让人们更加有信心
一起去面对病毒，战胜病魔!

人生乐章

“爱国勇士”——钟南山在1936年10月出生于江苏南京。是
福建厦门人，汉族，男，是一名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曾任广州
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他的家族
是医学世家;1959年9月，在首届全国运动会上，钟南山
以54.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400米栏冠军，创造了当时的全国纪



录。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20__年获
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20__年10月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20__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他的人生一
如动人的乐章。

不忘初心重回“战场”

20__年，中国乃至全球众多国家面临了一场严重危机，当时
的中国是“重灾区”，由飞沫和接触的传播，造成了重大伤
亡!当年的钟南山接到通知不论后果，勇往直前地冲向抗击非
典的战场，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探索出了一套富有明显
疗效的防治经验，凭借他的努力和意志终于战胜非典疫情，
取得了胜利被誉为“抗击非典的英雄”!如今，时隔18年，83
岁高龄的他不畏险阻，重回不论生命的“战场”上，为祖国
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当他接到通知时，不
考虑后果，即刻来到受灾区，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探索研究，
相信他的努力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成功!

他是医学的精英领袖，更是造福于祖国人民的史代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