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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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一

说起卢永根想必很多人都印象深刻作为__年感动中国大人人
物之一他的事迹也是众说周知的，1930年12月2日生于香港，
广东花都人。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 中科院院士、作
物遗传学家长期从事作物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
域包括稻的遗传资源、稻的经济性状遗传、稻的雄性不育遗
传和栽培稻的杂种不育性遗传等方面。

一名老科学家，用无言的行动诠释了人生的意义。

罹患重症的中科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前校长卢永根，将毕
生积蓄880多万元无偿捐献给教育事业。

因患重病，87岁的卢永根自觉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
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3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
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
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

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
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
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
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



了又绑。

去过他家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印象：家徒四壁。但是就是这
样的一个人却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为
科研奉献了一切。”

今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其夫人徐雪宾教授的善举，刷爆了华
农人的朋友圈。华农的学子和校友们纷纷留言，或回忆在校
园里与卢院士的接触，或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二

全国民政系统学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今天下午在
民政部举行。

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许帅是近年来民政系统涌现出
来的又一先进典型，他以“民众之事无小事”为己任，始终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视救助对象为亲人，真心实意帮救助
对象办实事解难事。

20xx年，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医疗安置区。
为确保救助对象得到妥善照料，许帅几乎跑遍了安阳市内所
有的医院、养老院、托老机构，实地考察，反复比较，最后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进了适合的专业护理机构。站内
有了专业护理机构后，受助人员先接受体检和传染病筛查，
然后按照分级护理，精准救助。这样，这些人的生活不但得
到了照料，而且还得到了基本医疗、康复训练等服务。

20xx年12月，许帅被确诊为胃癌四期，但他仍然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以乐观、豁达的态度与病魔作斗争，继续在岗位
上默默奉献，他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被授
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今年7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在
全国民政系统学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事迹的决定》，并授予
许帅同志民政部最高荣誉奖--“孺子牛奖”。



报告会上，许帅的同事吴青山、朋友冯琳、父亲许宏刚、许
帅住院期间的管床护士张龙琳、跟踪报道许帅事迹的《安阳
晚报》记者李杉先后从不同角度，全面生动介绍了许帅同志
的先进事迹，把一个拥有坚定乐观情怀，积极从容应对艰难
挑战，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基
层民政干部的杰出代表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场观众认真聆听，感人之处会场一片唏嘘，掌声多次响起。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许帅是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的
优秀共产党员，他的事迹很有说服力，很有教育作用。

各级民政部门要把向许帅同志学习与“两学一做”专题学习
教育深入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学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
事迹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学促做，学以致用，把对党忠诚和
民政宗旨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把个人价值和人生追求融
入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之中，以实际行动争做合格党员。

李立国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事迹与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结合起来，民政部门是负责民生保障的
重要部门，要像许帅同志那样，视服务对象为亲人，以真挚
朴实的情感、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把学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事迹与推进民政事业改
革发展结合起来。

“十三五”时期，民政部门的任务更加繁重、要充分发挥许
帅精神激励作用，引领民政系统干部职工敢于担当、勇于改
革，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政工作的决策部署，组
织实施好“十三五”规划，谋划新发展，创造新业绩。把学
习宣传许帅同志先进事迹与加强民政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
风结合起来，各级民政部门要以许帅同志先进事迹为标杆，
进一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行风建设，引导激励广大干部职
工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将许帅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努力成为思想境界符合时代新要求、作风形象达到



群众新期待、工作能力适应事业新发展的民政干部职工队伍。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三

一位位教书育人楷模，用实际行动塑造了当代人民教师的光
辉形象。他们是全国教师的楷模，也是千千万万好老师的缩
影。

师者，人之模范也。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

“十三五”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综合改革效果显著，初步形
成了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各地在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
加强教育学科建设、强化师范质量保障等方面出台了系列务
实举措。“十三五”以来，6所部属师范大学累计招收公费师
范生3.7万余人。目前，有28个省份通过在学免费、到岗退费
等多种方式，实行地方师范生公费教育。中央财政加大对师
范教育的支持力度，中央高校师范生和公费师范生生均拨款
标准分别提高了3000元和5000元。

同时，教师培训体系日趋完善，“国培计划”实施以来，坚
持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强化分层分类施训，有针对性地
提升教师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我参加过3次国培计划，每一次对我而言都是成长、提升的
机会。”从一名普通的小学英语教师成长为负责全市小学英
语教研工作的教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
中心的张宏丽是国培计划的受益者，她感慨地说：“国培计
划助我成长。我愿意踏踏实实做一辈子老师，教书育人。”

“十三五”以来，各地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教育
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教师素质能力不断提升、教师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尽展其
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正逐渐形成。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四

袁隆平的形象可谓“几十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
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但也
就是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和500万元的高额奖
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获奖，可谓“一石激起
千层浪”，他不仅仅搅动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好奇，更引起人
们对大奖的产生以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关注。

1976年，袁隆平和助手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南优2号”在全
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到20__年全国累计
推广38亿亩，增产稻谷3600亿公斤。

1995年，袁隆平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两系法杂交水稻生产应用，
到20__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
长5%—10%，续写“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20__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突
破日本专家估算的水稻的理论极限产量，被全国400位院士评
选为“20__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一项成果。

20__年12月12日，“隆平高科”上市，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
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袁老说，他此刻最大的心愿
是利用基因技术育出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目标
是20__年实现大面积推广。

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
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
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八项国际奖。

他的成果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
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
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



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医院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五

20__年12月，武汉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引起张定宇的高度警惕。在那之前，他刚刚应对完12月初爆
发的冬季甲流。

当月29日，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首批7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转
入金银潭医院。4天后，该院正式开辟专门病区。

凭着多年在传染病领域的专业经验，张定宇感到这个病不简
单。他一边叮嘱医务人员加强防护，一边带领大家率先采集
了这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病毒研究所
进行检测。

“为什么要采集肺泡灌洗液?因为我们发现，一些病人在做咽
拭子检测的时候是阴性，但病情却在持续加重，肺部ct异常，
我们怀疑病毒已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果不其然。”张定
宇说，病毒躲在肺泡里，咽喉检查根本不起作用，到后来病
人肺部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病情进化非常凶猛，但究
竟这是一种什么病毒，谁也不知道。

科学家团队从分离样本中，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面对新的病毒，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

在夜以继日的诊治中，该院医护人员发现，他们以往用于抗
艾滋病的药物“克力芝”，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疗效。很
快，这种药便在金银潭医院率先用于治疗。

王立伟(化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经营户，首批7名感染者之一。
他的妻子和姨妹，也在这次疫情中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



1月5日，王立伟的妻子来到金银潭医院，坚持要住院。张定
宇看了她的肺部ct后发现，虽有阴影，但症状较轻，建议配
合药物，居家隔离疗养。

在家坚持每人戴口罩，实行分餐制。两周后，她的血象在免
疫力和药物帮助下恢复正常，肺炎治愈了。

“在我接诊的轻症病人中，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例。眼下，
提高人体免疫力非常重要。传染病不是绝症，当前我们最需
要的，是消除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