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时代楷模张桂梅演讲稿 学习张桂
梅精神心得体会(优质7篇)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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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让张桂梅至今无法忘怀。

一个女孩坐在山坡上，忧愁地望着远方，身旁放着箩筐和镰
刀。她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才十三四岁，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
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暗自发愿：要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让她们通过读书
走出大山。2008年，她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12年来，已有1800多名大山女
孩从这里考上大学。

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孩的梦。

低进高出，1800多名女孩命运改写

今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8月底，学生
们报喜的短信把张桂梅的手机震得嗡嗡作响，但她却闷闷不
乐了好几天。

这一届，华坪女高159名学生参加高考，150人达到本科线，
本科上线率为94.3%，其中一本上线人数70余人。“如果没有
疫情影响，姑娘们能考得更好。”张桂梅心有不甘。其实，



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了。

因为，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山区，不少学生基
础差，甚至中考分数远低于当地高中的最低录取线。低分进
高分出，高考成绩常年位居丽江市前茅，华坪女高创造了大
山里的教育奇迹。

12年来，1800多名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改变了人生轨迹。

27岁的陈法羽是其中之一。2009年，家境贫寒的陈法羽中考
分数没过线，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元。“当时我妹妹也
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陈法羽说，实在没办法，
她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

后来听说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
不收任何费用，陈法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快跑来报名。
在女高学习三年之后，陈法羽顺利考入云南警官学院，如今
已成为丽江市的一名警察。

回忆高中三年，陈法羽难忘校长的严厉与坚守。不管刮风下
雨，张桂梅每天清晨都会陪着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
都会亲自查课;晚上，她和学生一起住在宿舍，直到夜里12点
后查完宿舍才入睡。

“没有张老师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我们的命运转变。”陈法
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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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



续前行。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
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
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
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
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
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
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
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
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
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
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
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
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
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
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
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
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
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
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
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
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
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
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
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
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
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
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
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
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
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
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
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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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
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这是他曾经说过的话。尽管他有
十几种高原病缠身，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坚持自己的探索之
路，最终他由于车祸而倒在了对科学的探索之路上。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关于学习时代楷模钟杨精神范文，希望能够帮到
大家。

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
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
们是中国的脊梁。钟杨，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科研
工作者、杰出的人民教师，就是这样千千万万个民族脊梁的
典型代表，他用自己的一生忠诚地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他曾经说过，“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
造福万千苍生”。同样，一种精神也可以鼓舞亿万人民。斯



人已逝，精神永存。钟杨精神像一颗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发芽，像一盏明灯照亮无数人的前行之路。钟杨精神值得我
们每个人去学习。

学钟杨精神，不忘初心，忠于理想。人生53年，援藏16载，
每年在xz工作150天，共计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到上千种植
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科学研究和教
学工作30多年，桃李满天下;参与筹建xx科技馆、xx自然博物
馆，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这一串串数字的
背后是钟杨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长期与17种高原反应不
断抗争，不知疲倦地与时间赛跑，是他时刻秉怀作为党员、
作为教师、作为科研者的使命和责任感。只要国家需要，再
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钟杨心中牵挂的是国家、是科研、是
学生，唯独没有家人和自己。他短暂而又充满光辉的一生都
是在书写着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教书育人，科研报国。

学钟杨精神，动真碰硬，苦干实干。为保护种质资源，打造
国家生态屏障，钟杨毅然放弃xx舒适的工作环境，一脚踏入
青藏高原“生命禁区”，足迹遍布xz最偏远、最艰苦的地区。
别人嫌苦叫累不愿意去的地方，他都抢着去。不管是遭遇山
石滚落，还是露宿野外，他都坦然接受，将自己的所学用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痛风发作，腿痛难忍的时候他仍咬牙坚
持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采集种子;突发脑溢血，中风以后
他稍作休息又不顾医嘱以忘我的精神投身xz建设。别人定闹
钟是提醒自己起床，而钟杨凌晨3点定闹钟是为了提醒自己休
息。他像一个英勇的战士无畏地冲在科研第一线，16年间培
养了6名博士、8名硕士，还填补了xz生态科学高等教育的空
白。

学钟杨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名党员，要敢于成
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杨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钟杨少年得志，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植物所，本来可以养尊处优，悠哉游哉地



过完自己的一生，但他却在2000年放弃了副厅级的岗位，选
择成为一名普通老师。为了投身植物研究，他更是远离家乡
和亲人，带着面包、榨菜加矿泉水，数年如一日，秉怀“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坚定信念，执着为祖国的科
研事业作奔波忙碌，为培养下一代植物学研究人才而不懈努
力。堂堂名牌大学教授，勤俭到住旅店时会将剩下的肥皂头
和一次性牙刷带走，穿着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赶毛驴的人
才戴的破帽子，却给xz大学捐助了几十万元。钟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敬业奉献。

如今，钟杨先生的骨灰已经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永
远留在那边他毕生所为之奋斗的土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然人已远去，但他的精神遗泽将滋
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砥砺前行。

钟杨教授说过：“人不是因为伟大才善梦，而是因为善梦才
伟大。”钟扬老师在援藏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在援藏的16年里，钟杨教授带领团队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为发掘可能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特有植物，冒着生命的风险
长期在青藏高原上奔波探查，倾尽心血收集了4000万颗种子，
为我国的科研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以实际行动及科
研成果书写了他服务祖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拳拳之心。

在平凡岗位中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在有限的生命里诠释着
无限的价值!钟扬教授，就是这样一名平凡却不平庸的人。从
他的身上，看到的是那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
之”的决心，看到的是那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胸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有着钟扬教授平凡而伟
大的壮举，有着钟扬教授心系天下，科研报国的家国情怀，



爱岗位敬业、潜心育人的高尚品质，我们深受鼓舞，更要以
钟扬教授为榜样，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严谨、务实的
工作态度，不忘初心，牢记责任。

复旦大学教授钟杨3月29日被追溯为时代楷模，斯人已逝，精
神长存，我们对钟杨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的可贵品质
和崇高的精神。

经过对钟杨教授的先进事迹和纪录片的学习，深深的被他的
奉献精神撼动了。他心系天下，科研报国，十六年援藏，立
志填补西藏的生态学植物学空白，十七年参与科普志愿服务，
让公益与学术融为一体。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在青藏高原这个最艰苦卓绝的地方奋斗不止，为国家种质库
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用科技报效国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用实际行动忠于祖国和人民，以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砥砺前行，
为国家科学事业埋下了珍贵的种子，他是对事业忠诚的科学
家，是传道受业的好老师，他的科研精神遍布高原大地，他
的出色学子为国家积蓄了强大的科研伟力和人才后劲。

在社区工作也需要有钟杨教授这种忠诚、敬业、奋斗、责任、
担当的品质，他的廉政勤政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把手中
的权利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严谨工作作风，实事求是，
将这种爱岗敬业、奉献精神融入到近期的党建创新工作中，，
激励和引导自己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杨，
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将他逐梦、拼搏、
风险的一生定格。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
发布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



号。“钟杨精神”就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怀揣
梦想、践行教育、探索种子，不惧艰险、不怕困难，为社会
发展、民族复兴无私奉献。

通过学习钟扬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深地体会到优秀教师、
党员干部钟扬同志的优秀品质和精神，他是我们不断学习和
追随的榜样。作为基层青年党员，学习“时代楷模”，就要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要有深刻而又清醒的认识。
要让中国这艘轮沿着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航道前进，就一
定要大力学习党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并努力把它们付之于实
践，向先进典型靠拢，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争做合格党员，
努力在工作中做到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统一
起来。

首先，在思想上，要继续不断加强思想政治修养锻炼。除了
自觉学习党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外，要经常性
地阅读有关党建、党史及党员先进事迹的书籍和报刊等，不
断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使得在工作上
有更大的精神动力，做到学以致用;使自己能够在改革开放的
浪潮中能鉴定好与坏、甄别正与邪;自觉抵制腐朽思想和不正
之风的侵蚀，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次，在学习上，要专心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做到理
论实践两手抓，终身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争取做到独当一
面，保证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在今后的工作生
活中，要及时认真地为自己充电，把最新最实用的知识技能
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以便在生活中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更
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最后，在工作上，要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作为坚定信念时刻鞭策、鼓励自己，使自己对工作始终
保持信心和干劲。在基层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平凡的人，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和新时代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有人说，人生不是索取的枯井，而是赐予的喷泉。我很赞同
这种说法，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钟杨就是其中一
位。一位一生不忘入党时的誓言，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不
惜青春与生命，甘于奉献自己，为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发展
奉献了一生的人。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
个民族的未来”，这是他的“种子观”“种子梦”。他在复
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意识到：随着气候的变暖，环
境的变化一些物种也在逐渐的消失，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
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的发展、人类的命运意义非凡。
青藏高原种质资源从未有过系统性的盘点和种子采样。因而，
他决定前往西藏采集种子、盘点“生物家底”，为国家和人
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为人类可持续发展
做好了基础性的保障。16年的风雨兼程、跋山涉水，他的足
迹踏遍了西藏各地，他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敢于探索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不惜青春、乐于
奉献的品格值得我们尊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出生到离世，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无时无刻不想着为他人的幸福生活而
奉献着自己青春乃至生命。这种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用一生
去学习，这种奉献的境界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膜拜。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
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这是他曾经说过的话。尽管他有
十几种高原病缠身，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坚持自己的探索之
路，最终他由于车祸而倒在了对科学的探索之路上。然而，
在西藏的16年，他不仅奉献了自己，也为西藏生态学的探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西藏培养了一批科研人员。我相信他
的学生将他的这种对科学的探究延续，同时，也会对他的这
种奉献精神延续。学习和发扬“钟杨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干
部职工应有的义务。



当下，正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时期，作为最基层的我们，
更应该向他学习，发扬好奉献精神，走好每一步，为西藏脱
贫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实现群众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时代楷模张桂梅演讲稿篇四

厄瓜多尔是和平方舟此次任务的最后一站。和平方舟在此开
展的免费医疗、学术交流、设备维护、文化联谊活动，受到
了当地民众和军方的欢迎。

厄瓜多尔陆军司令罗克·莫雷拉中将和中国驻厄大使王玉林
出席了和平方舟举行的甲板招待会，双方作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甲板招待会是和平方舟一项重要的“品牌活动”，通过
各种文艺演出，增进双方的友谊。

和平方舟水兵军乐队的一曲民乐合奏《喜洋洋》，拉开了欢
乐的帷幕。女兵表演的古筝《彩云追月》，音色优美，让大
洋彼岸的厄瓜多尔军人感受了东方艺术之美。甲板招待会
的“压轴戏”是水兵桂江波精彩的沙画，更让外方赞不绝口。
当外方得知他不仅擅长沙画，还是能做一米长的船型大蛋糕
的炊事兵时，情不自禁地送上掌声。

20__年1月18日，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__”各项任务的和
平方舟，在参加智利海军成立200周年纪念活动后，返抵舟山
某军港。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大洋洲到中南美
洲，和平方舟航程31500海里，诊疗50884人次，辅助检
查26231人，实施手术288例，还拜会和接待到访国的国家元
首、军政高层230余人次。这些数字每一个都是有温度的，蕴
含着真诚、健康、生命和喜乐，彼此加深了从军方、官员到
民众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认同。

和平之舟，扬帆万里，代言中国。



时代楷模张桂梅演讲稿篇五

这些年，张桂梅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捐款等100多万元，全
都捐了出去。总工会给她慰问金，她一分不要，过年时一
人1200元给了女高老师。有人送她新衣服，她转身送给了女
高和育幼院的孩子，甚至是学生家长。大雪天去家访，看到
学生和家长穿得单薄，她马上脱下棉衣，还让身边的人把棉
衣脱下来，留给了这一家人。

提起把去世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毛线背心给了生病的学生，
她有点黯然神伤，但却说:“放那里也是放着。纪念死人不如
给活人解决问题。”她不希望那个孩子知道这件事，她希望
他永远不知道。

当天这位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人从椅子上起身，需要借
两个人的力搀扶着。“扶她时要特别小心，不能碰到她右手
上臂一个馒头大小的鼓包，会痛。”华坪县纪委监委干部吴
燕说，张桂梅的双手常年痛得伸不开，贴满了膏药。

张桂梅每天最多睡4个多小时，5点钟就起床，是全校起床最
早的人。为的是给学生们摁亮下楼梯的路灯，只因为以前有
孩子在那里摔过跤。

张桂梅是全家最小的孩子，结婚前有哥哥姐姐宠，结婚后有
丈夫宠。在喜洲时，她常下馆子，曾拿着4000块钱去成都，
只是想吃顿豆花。而现在她却说，希望把人生奢侈的那一段
省略掉，她想从一开始就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吃苦。

前几年，有朋友和她一起去家访。看到家徒四壁的场景，朋
友说:“老百姓苦成这样，党员干什么去了。”这句批评像针
一样扎进了她心里，也更坚定了她要帮助大山里女孩的决心。

她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徽她现在每天戴着睡觉，
换衣服后第一件事，是把党徽别在胸前，因为“看着就有力



量”。

时代楷模张桂梅演讲稿篇六

看了中央台播出的“时代楷模”朱彦夫后，很多人哭了，不
是因为他做出的事迹有多些，也不是因为他让人们富起来，
而是因为他那种永不退色的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能从一个废人变成一个比一个正常
都强的人;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比每一个
正常人所做事都超出寻常。

一是朱彦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
重残战士，没有躺在功劳薄上享福，而是离开休养所回老家，
瞒着老人，练习生存本领;用毕生的心血带领村民致富，从不
领取任何待遇，教育子女做人，还写出两本书。这种精神值
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二是朱彦夫的人品值得我们学习。他当村支书，从不领村里
一分钱。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还经常拿出自己的抚恤
金帮助他人。自己的女儿出嫁，作为亲生父亲却没出一分钱
给女儿买嫁妆，他是不愿意买吗?不是，他是没有钱，他的钱
用在别人身上啦。

三是朱彦夫的毅力值得我们学习。朱彦夫的毅力不仅表现在
他的身体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一生不停地的为人民服务上。
他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他坚持锻练自理能力。大家可想而知，
一个没有四肢的人，连吃饭都困难，要达到正常上班、写书、
爬山，这个毅力得有多大啊。另外，朱彦夫从年轻起，坚持
造福于民，一直到81岁，心里还是想着百姓，从没有想过自
己。这种毅力又有多大啊。



时代楷模张桂梅演讲稿篇七

进入女高的陈法羽很快发现：关爱的同时，是严格的管理。

张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地看病
上”;

她和贫困较劲：“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对学校老师、学生要求严格：“坚持，再坚持一下呗!”这
是张桂梅劝慰大家最多的话。

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桂梅老师是在拿命办学，师生
们服气。

张桂梅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受伤左
脚骨折，想到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
课;杨晓春老师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
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桂梅宿舍里有4张床铺，1张自己睡，3张留给“不听话”的
和生病的学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张桂梅住在一起。不
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
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
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痛哭，说一定好好读书。

“女高的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焐。
”张桂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