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个人心得与感想(大
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个人心得与感想篇一

11月3日，中宣部授予肖文儒同志“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
“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号召全社
会向他学习。看完这条消息后，我迫不及待地去搜索肖文儒
的相关报道。经过一番了解，深深感动于肖文儒“将生死置
之度外，挽救一个又一个生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
人’”的事迹。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肖文儒同志
为榜样，认认真真学习要有新进步，奋勇向前要有新作为，
踏踏实实为民做事要有新成效，致敬最美“逆行者”。

以苦学本领向您致敬。1月10日下午，山东省栖霞市发生金矿
爆炸，22名旷工被埋于600多米处的深井。肖文儒成功开辟两
条生命通道，上演教科书般的救援奇迹。精准的判断、高超
的技术背后，是肖文儒38年来的苦心钻研，是救援700多起事
故的生死淬炼。“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作为一名新
时代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掌握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理论上强化武装，增强
思辨能力，在坚定理想信念中砥砺作为，涵养“每临大事有
静气”的定力;要拜人民为师，向实践学习，打磨工作技能，
具备多种工作方法，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用一
双慧眼发现问题，用一双妙手解决问题，练就“十八般武
艺”，学会“七十二变”，增强干事创业的能力，以过硬本
领逐梦新征程。



以奋进姿态向您致敬。肖文儒说，“我将始终以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坚强意志，担当
作为、履职尽责，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头、在生与死的严
峻考验面前，不畏艰险，逆向而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几乎每一次参与救援，肖文儒都面临着巨大的困
难和挑战，二次爆炸、二次坍塌等危险如影随形，他不曾退
缩过，始终坚定步伐，在火光中、烟雾中、灰尘中成为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道岭，阻隔住“洪水猛兽”，给人以
生的希望和炙热的温暖。新征程，新作为。党员干部要鼓起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昂扬斗志，行不畏艰，事不避
难，负重担爬坡过坎，挑大梁蹚水过河，勇往奋进以赴之，
深耕不辍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做雪中松柏，挺直腰杆
撑起一片天，当犁地黄牛，一步一个脚印耕出千里沃土，促
事业之花盛开，促梦想之行致远。

以为民务实向您致敬。1000余名，数字的背后代表了一条条
鲜活的生命，是肖文儒38年成功解救的被困群众。“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信念，萦绕于肖文儒的胸间，他是黑暗中
的一束光，也是党和人民的“守夜人”。党员干部要学习肖
文儒无私奉献的精神，厚植为民情怀，做到人民一直在心中，
一日不敢忘忧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鲜明地写在旗
帜上，魂牵梦绕于“怎样为群众办实事、怎样解民生之艰、
怎样为民谋利”;更要起而行之，抓准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工
作落脚点和出发点，多动脑，让政策落地生根，贴近民心;多
动手，让急难愁盼就地解决，温暖民心;多跑腿，让服务上山
下乡，融入民心。雪中送炭、急公好义，以报“鱼水情”，
锦上添花、好上加好，以圆“为民梦”，用心、用力、用情
答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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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能救出来，一切都值了”

——记时代楷模、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



程师肖文儒

面对一次次事故险境，他赴汤蹈火、逆向而行，把“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转化为科学救援、安全救援的实际行
动，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危险一线，他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1983年，21岁的肖文儒从山西省雁北地区煤矿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作为地下采煤专业的应届
毕业生，那时的肖文儒还没意识到自己从事职业的危险性。

在救援现场，肖文儒曾经历过4回二次爆炸，每一回都是命悬
一线。

“那真是生与死的考验，水与火的洗礼。”发生在20世纪90
年代的一起煤矿火灾事故，让他记忆深刻。

因为通风不良，一个煤矿井下，积存了几十吨煤粉的中部巷
道发生自燃。到达现场后，肖文儒举起水枪开始灭火，水一
冲起煤层，火光就跟着出来了，水、火、瓦斯、煤尘等多种
致灾因素在井下受限空间内交织叠加。“我意识到会发生爆
炸，赶紧让队员全部趴下。”果不其然，从水枪里喷射而出
的水柱，搅起更多的煤粉，导致井下发生二次爆炸。提前趴
在地上的肖文儒，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手拿水枪继续灭
火。“我知道氧气是有限的，一直打火就能控制火势。如果
当时我停止灭火，可能就‘光荣’了。”肖文儒说。

时至今日，肖文儒还经常梦到火光滔天的场景，他独自行走
在火海边缘。肖文儒也曾犹豫过，但一次次挽救生命的救援
行动，慢慢消除了他心理上的落差和压力。

2017年10月，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遇险地点瓦
斯浓度高达4%以上，但凡有一点火花即刻就能引发爆炸。肖



文儒力排众议，冒着二次透水、冒顶和瓦斯窒息的危险，两
次爬过回风巷，下井查看现场，提出救援措施。最终，83名
被困矿工全部获救。

同样的拼死营救，还发生在辽宁本溪。2018年6月，辽宁本溪
思山岭铁矿措施井井口发生炸药爆炸事故，根据应急管理部
部署，肖文儒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当晚，肖文儒在井口附近
指导救援，对散落在废墟中的炸药、雷管浑然不觉。直到天
亮后救援人员清理现场，他才发现自己被“炸药包”包围。

“逃生是人的本能，但我们是向险而奔、逆向而行。越是险
象环生，越需要我们深入其中。这是党和人民赋予‘守夜
人’的职责。”肖文儒说，“每一起事故救援都很难，但人
被救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心中的欣慰和喜悦，是做其他任何
事情都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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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应急救援工作36年来，现任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总
工程师肖文儒先后参与了700多起事故救援，从灾区救出1000
多名遇险人员。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救人。但救援不是盲目的，
而是一项集专业性、业务性、技术性、实战性于一体的系统
工程，需要科学决策、科学施救。”为此，他在建章立制上
下功夫，组织起草《矿山救护工作指导意见》等制度规范。

事故现场随时可能出现变化，救援人员必须提前考虑到各种
可能性，肖文儒把这一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他在办公室里
放了一只行李箱，便于他接到救援任务后“说走就走”。

自参加工作以来，肖文儒先后被表彰为全国矿山救护先进个
人、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优秀共产党员、20_年应急管理部直
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属于集体，属于常年战斗在基层一线的广大应急救援
指战员。”肖文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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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儒至今难以释怀，多年前大同某煤矿发生火灾事故，一
开始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井下被困人员，但由于当时技术
手段落后，被困人员最终全部遇难。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他说。

今年1月，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1·10”重大爆炸事故，
被困人员位于井下约600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见。由于
地质情况复杂，不仅钻孔工作难度极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
形成“前有围堵后有追兵”之势。

4个钻孔“多管齐下”，相继遇到问题。肖文儒当机立断：提
前增调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带一台高性能钻机前来
增援!

这时，救援希望最大的3号钻在钻至井下521米处时，距井底
目标偏移已达7.4米。

一子落而满盘活，新增救援团队及时对发生偏移的3号钻孔进
行纠偏透巷。仅用4天，这条“生命通道”提前打通!

一刻不停，在部署打通4号钻孔中，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
巷”，确保了这条生命维护和监测通道始终畅通。后来证明，
这个方案让转至4号钻孔下方的被困人员生存环境大大改善，
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11名被困人员获救，这次事故救援也被业内誉为“教
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临场应变、力挽狂澜，靠的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达
旦的实战训练。38年来，肖文儒不管岗位、身份如何变化，
他一直冲锋在救援最前线，成长为我国矿山救援的权威专家。

“加强瓦斯实时监测!”2017年秋，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
水事故。肖文儒在井下现场连续工作11个小时，当作业现场
瓦斯浓度达到3.5%并继续上升时，他立刻组织调整通风系统，
将作业现场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最终，83名被困矿工
全部获救。

举棋若定，落子无悔，在一次次的生死淬炼和刀锋行走中，
肖文儒成了全国应急救援系统的“老兵”。

从推广正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软管等装备的广泛应用，
到加快救援应急通信、矿用石膏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从组织起
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
技术装备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倡导“科学
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他的手机上，存满了全国矿山救援大队大队长和总工的电话
号码，一有机会，他就深入基层救援单位，推广矿山救援的
新知识新办法，服务于城市救援与综合救援。

“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老肖为应急救援加上了多重保险。”
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奇
说：“他不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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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春，某煤矿透水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肖文儒就星夜
驰援，抵达现场。

春寒料峭，救援队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盒饭，每天工作到凌
晨。59岁的肖文儒直到35天后才撤离，刷新了他自己最长的



现场工作记录。

可是，他的心脏已经放了3个支架了，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
高血压、关节炎……对于这个每年最多出差200多天，经常持
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的人来说，这些好像都不值得一提。

有一次，做完心脏手术不久，肖文儒又冲到一线。在电视上
看到他憔悴疲惫的面孔，姐姐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电话，近
乎咆哮地问：“你不要命啦?!”

他却很平静地回答：“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人能救出来，一
切都值了。”

在工作中他雷厉风行，在生活中却平淡如水。

他不允许家人因为私事麻烦组织，也不让家人经营与他工作
有交集的业务。一次，一位同学托肖文儒帮儿子找工作，他
一口回绝：“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

当年的很多救援队友已改行换业，有的发了大财，劝他
也“下海”，但老肖始终坚持:“其他行业有很多人干，但矿
山救援需要我这30多年的实战经验，我这工作有价值。”

今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肖文儒带领14支专业救援
队赶赴新乡开展抢险救援。12天没日没夜，他们吃苦受累，
立下汗马功劳。但救援结束后，肖文儒第一时间带着队伍悄
悄撤离。

把职务看“淡”、把事情做“精”、把人写“大”——这是
肖文儒的老同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资产财务部二
级巡视员孙国建对他的评价。

经历生死、见多离合，肖文儒的确把很多东西看得很淡，但
对师生情谊却格外珍惜。



38年间，肖文儒把40多本厚厚的救援笔记中的心得经验，倾
囊传给了一批“好苗子”。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三级主任科员乔天楷
记得，2019年自己从部队转业来的时候，还是煤矿救援
的“门外汉”，肖老师带头领着他们下井，逼着他们学习。
徒弟们救援有功，他比谁都兴奋。

还有一份情，他埋在了心底。那是对家人的愧疚之情。

肖文儒的儿子上小学时，曾把对爸爸的思念凝于笔
端——“我很少能看到我的爸爸，因为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
爸爸已经离开了家;我晚上都睡着了，爸爸都还没回来。”

肖文儒的母亲生前也曾对他抱怨：“我遇到困难、想找人帮
忙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你。”

说到这些，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铁汉红了眼眶。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谁人不想?但作为一名应急救援工作者，
只要呼救声起，就应生死以赴。

2019年10月1日，肖文儒作为应急管理系统的群众代表参加70
周年国庆活动，登上了“众志成城”方阵彩车。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应急救
援人的训词，肖文儒用毕生践行。

他说：“在‘全灾种、大应急’要求面前，我们要从‘救’向
‘防’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

肖文儒仍然时刻准备着，奔赴下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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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儒至今难以释怀，多年前大同某煤矿发生火灾事故，一
开始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井下被困人员，但由于当时技术
手段落后，被困人员最终全部遇难。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他说。

今年1月，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1·10”重大爆炸事故，
被困人员位于井下约600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见。由于
地质情况复杂，不仅钻孔工作难度极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
形成“前有围堵后有追兵”之势。

4个钻孔“多管齐下”，相继遇到问题。肖文儒当机立断：提
前增调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带一台高性能钻机前来
增援!

这时，救援希望最大的3号钻在钻至井下521米处时，距井底
目标偏移已达7.4米。

一子落而满盘活，新增救援团队及时对发生偏移的3号钻孔进
行纠偏透巷。仅用4天，这条“生命通道”提前打通!

一刻不停，在部署打通4号钻孔中，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
巷”，确保了这条生命维护和监测通道始终畅通。后来证明，
这个方案让转至4号钻孔下方的被困人员生存环境大大改善，
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11名被困人员获救，这次事故救援也被业内誉为“教
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临场应变、力挽狂澜，靠的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达
旦的实战训练。38年来，肖文儒不管岗位、身份如何变化，
他一直冲锋在救援最前线，成长为我国矿山救援的权威专家。



“加强瓦斯实时监测!”2017年秋，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
水事故。肖文儒在井下现场连续工作11个小时，当作业现场
瓦斯浓度达到3.5%并继续上升时，他立刻组织调整通风系统，
将作业现场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最终，83名被困矿工
全部获救。

举棋若定，落子无悔，在一次次的生死淬炼和刀锋行走中，
肖文儒成了全国应急救援系统的“老兵”。

从推广正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软管等装备的广泛应用，
到加快救援应急通信、矿用石膏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从组织起
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
技术装备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倡导“科学
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他的手机上，存满了全国矿山救援大队大队长和总工的电话
号码，一有机会，他就深入基层救援单位，推广矿山救援的
新知识新办法，服务于城市救援与综合救援。

“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老肖为应急救援加上了多重保险。”
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奇
说，“他不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