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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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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人物介绍及事迹手抄报篇一

今天晚上观看了《榜样7》，可以说是从平凡中看见伟大，从
细微处看见真情。八位共产党员分别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展现了他们牢记使命、顽强拼搏和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被称为“菌草之父”的林占熺教授。他
用“以草代木”的方式解决菌业生产的“菌林矛盾”，开辟
了菌草科学研究与应用新领域，创建了菌草食药用菌和菌草
生态治理技术体系。在他夜以继日地研究下，这些菌草的价
值已经不单单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而是生态治理的重要角
色，让沙漠变成广袤的绿洲。尽管他即将步入耄耋之年，但
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林占熺教授如磐石般坚定的信念深深感染着每一个人，他一
次次地尝试、思考、推翻与坚持，只为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加
美好！

岁月见证人心，每一个人的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汇集成了历
史的洪流。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凝聚在一起，就凝聚成一
个政党肩负的使命。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们要牢记____要求，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将自己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精神和决策部署上，坚定信心、奋力拼搏，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做出贡献。

榜样人物介绍及事迹手抄报篇二

张桂梅，女，满族，1957年6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
儿童之家)院长。

她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余年，全身心投入教育扶贫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她从起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
费女子高中，先后帮助约名贫困山区女孩考上大学、走出大
山，该中学在她的带领下，连续高考综合上线率保持100%。
她坚持以党建引领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员一律佩戴党徽上课，每周开展“重温
一次入党誓词、合唱一支革命歌曲、观看一部红色电影、组
织一次理论学习”活动。她拖着病体忘我工作，在查出患有
子宫肌瘤后，仍然坚守讲台，持续家访，行程11万余公里。
自起，她还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当177名孤儿的“妈
妈”。多年来，她将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款100多
万元全部投入热爱的教育事业。

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全国道德模范”等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榜样人物介绍及事迹手抄报篇三

20xx年底，在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我们才知道有一位
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64载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20xx《榜样4》人物介绍_时代楷模张富清
先进事迹学习心得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战斗英雄张富清：深藏功名不负铮铮誓言

他叫张富清，一名普通的*员，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
连战士。20xx年12月3日，湖北省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进
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发现，这座宁静安逸的小城里竟“藏
着”一位有着卓著功勋的战斗英雄。

一张泛黄的“立功登记表”上，记录了这位张富清老人在硝
烟战火中的九死一生：

1948年10月，他作为十四团六连班长，在永丰战役中带突击
组，夜间上城，夺取了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
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获军一等功。

……

张富清告诉记者，1948年3月他参加了解放军，不分白天黑夜
的战火纷飞，早已记不清打过多少仗，受过多少伤，但印象
最深的是永丰城那一仗。

“我是夜间跃城，第一个跳下城墙的。很快在脚下刨了个土
坑，把捆好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弹环上栓
了个绳索，我猛地一拉，炸药和手榴弹同时爆炸，炸毁了敌
人的第一个碉堡。”讲述起往事，老人的脸上洋溢着昂扬斗
志。张富清说，他端着冲锋枪朝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
佛被人重重锤了一下，他并没有在意继续战斗，直到血水顺
着脸颊滑下，用手一摸头顶，才发现一块头皮被揭了起
来……这是一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在头顶留下的一道浅沟。

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天亮，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
四箱弹药。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张富清获得西北野战军甲等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战斗结束，张富清死里逃生，而突击组的另两名战友却从此



杳无音信。

“收复永丰以后，和我一起的两名突击组的战士，我到处去
找……找不到，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张富清喃喃道。那些出
生入死的战友，他们很少留下照片，但他们的影子却深深印
刻在了老人的心底，六十余载，成为老人最挂念的人。

对于父亲的往事，小儿子张健全表示，几十年来，他只知道
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从未听他说起过这些赫赫战功。

这些战斗功勋，为什么从来不讲?

张富清说：“很多战友，为党为人民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
劳都比我高，我有什么资格居功自傲、炫耀显摆自己?”

瞒得再紧，瞒不过最亲的人，只有妻子孙玉兰最清楚丈夫身
上的伤。

“他的牙齿是假牙，我问他牙齿怎么回事，他就说炮弹打过
来把他牙齿炸掉了。我经常笑他的脑袋，我说你是个癞脑袋，
他说我这脑袋是在战场上受伤的。”孙玉兰笑道。

枪林弹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那些留在身上的伤痕，是
张富清戎马一生抹不去的“勋章”!

1955年初，张富清退役转业，他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或者回
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老家，从武汉一路向西，来到地处偏远、
人才匮乏的湖北恩施来凤县，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憧憬，
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
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把余生奉献给了这座小城。

1985年，张富清在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从转业到离休的30年里，这位曾经的战场上“排头兵”，在
平凡岗位默默地做着一颗“螺丝钉”。



如今，张富清已经95岁。耄耋之年的他，经历了人生中的又
一次“变故”。

7年前，88岁的张富清因病左腿高位截肢，家人都以为他的余
生会在轮椅上度过。但卧室中的轮椅，张富清却很少使用。
他装上义肢，想要依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我当时想的是，我要发扬保持突击队员的精神，我要站起
来!”张富清说，比起失去生命的战友，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他用双手撑着辅助行走支架，一遍一遍在家中练习行走。练
习初期，因为走不稳经常摔倒，受伤流血的意外时有发生。
家里的墙壁上，至今还留有他为了重新站起来时流过的血迹。

靠着一股打不倒的执拗，如今的张富清已经可以自由走动，
可以下楼买菜，还会亲自下厨给老伴炒几个小菜。

一家四代人，如今有6名*员，后辈们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子孝孙贤，是晚年张富清最满足的事。

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告别军旅，初心不改。战争年代不怕牺
牲、出生入死，张富清靠的是一个*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
淡泊名利、扎根深山，张富清为的是不负一个*员的铮铮誓言。

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莫道无名，人心是名。和平年代，英
雄事迹和精神仍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将英雄精
神赋予新的时代，让英雄人物、英雄精神成为人们心中的精
神坐标，让不朽功绩永不磨灭，让英雄精神熠熠生辉。

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71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掉



敌人四个碉堡，战功卓著，是式的战斗英雄。

64年前，他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
作，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从此，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
只字不提。

7年前，他88岁，左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为了让
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

现在，他95岁，仍然坚持学习。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
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

所有这些，只因他是一名*员。

他就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张富清。

(一)

20xx年12月3日，来凤县城。

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一个包裹来
到县人社局。彼时，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开展退役
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张健全带来的东西，是父亲张富清一生珍藏的宝贝。

“那是下午5点20分，我正准备下班。看到闪耀着光芒的勋章，
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军人信
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

在聂海波注视下，张健全郑重地一一取出包裹里的物品——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立
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
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功书，讲述着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
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
字……

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聂海波深感震撼：“没想到
我们来凤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二)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
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
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1948年11月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
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
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砖缝隙
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
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着了
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张富清获得军甲等“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

1948年3月参军，8月入党，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
城等战斗中都冲锋在前——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历尽了九死
一生。

(三)

陕西、新疆、北京、南昌、武汉……

几经辗转，1955年初，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面临退役转业
的人生转折。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
话不说：“我可以去!”

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没有丝毫犹豫，他又一
口答应：“那我就去来凤。”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从武汉动身，一路向西，再向西。恩
施是湖北西部边陲，来凤更是边陲的边陲，怀着投身社会主
义建设的憧憬，张富清来了。

“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员不来，哪个来
啊!”——带着一个*员的赤诚，张富清来了。

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张富清把余生献给了
来凤，献给了这片曾经毫无关联的大山。

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自从到了来凤，过去的一切，都被
张富清刻意尘封起来。

60多年，无论顺境逆境，张富清从不提自己的战斗功绩。证
书和军功章被他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
知情。

(四)



瞒得再紧，瞒不过最亲的人。

孙玉兰和张富清是同乡。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村里人都
以为张富清已经不在人世了。1954年，张富清回了趟家乡，
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共青团员、妇女主任孙玉兰，和长自己11岁的张富清一见钟
情。不久后，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到了来凤。

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60年代，为给国家减轻负担，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
富清率先动员妻子从供销社的铁饭碗“下岗”。他的理由很
简单：“国家困难，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占群众、公家
的好处……要精简人员，首先从我自己脑壳开刀……”

同挚爱的人在一起，多苦都是甜。

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患病，至今未婚，常年在家
靠母亲看护;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员;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
事上学、工作，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几个子女，没有一个在张富清曾经任职的单位上班。

如今，最小的儿子也快到退休年龄。形容自己眼中的父亲，
张健全用了一个词：“平凡”。

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像一块砖头，哪里需
要就往哪里搬。乐观、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五)

张富清是“战斗英雄”的消息，在来凤迅速传开了。



不少人感到震惊。“只知道他当过兵，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
英雄。”

有人感到不解。“别人没他那么大的功劳，还整天问组织要
这要那。他老婆没有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也没见他提什么
要求。”

有人感到惋惜。“那么大的战功，如果当初留在武汉，早就
成了高级干部。”

更多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

去年，张富清做眼部手术。术前，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
长李甘霖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
以选好一些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
的，也选了的。

“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

衣服的袖口都烂了，还在穿;儿子给他买的新衣服，他叠得整
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张富清的心里，几乎没有他自己。

“以前，只不过觉得他大我们一些，工作在我们前头;现在他
从我面前过，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向他致敬!”72岁的来凤县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昌恩说。

(六)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珍藏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搪瓷缸。

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
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孙玉兰说，



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

从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生活的一部分。如今，
补了又补，不能再用，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在仍居住的建行宿
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
口的家还是老样子。

斑驳的墙壁，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
生气。阳台上整齐地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
士。

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特别
爱看《半月谈》。

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xx年版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
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
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这不正是*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

(七)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张富清靠的是一个党员的信
仰——

“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去做……满脑子都是要消灭敌人，
要完成任务……所以也就不怕死了。”



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张富清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
言——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
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
啊?!”

讲起这些，这位95岁的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

英雄事迹传出后，有媒体闻讯而来。张富清拒绝接受采访。
记者越来越多，没有办法，张健全只好骗父亲：“这是组织
的要求!”张富清这才答应——身为一名*员，必须服从组织
的安排。

张富清最欣慰的，是一家四代有六个党员。

考虑再三，让子女拿着立功证书去登记，出发点也是对党忠
诚——

“党和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是一件大好事。如
果我不如实向党报告，那就是对党不老实……”

(八)

时光回溯到20xx年3月17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近一个月后，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随着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许多英雄事迹，陆续被发
掘出来。

九旬老兵张富清，不想给党、给国家、给军队添任何麻烦。
不久前，在给曾经战斗部队的一封答谢信中，他情真意切地
写道：

“希望你们坚决听党的话，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九)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张富清当年战斗的英雄部队。年轻的官
兵，正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
学习老前辈张富清英雄事迹，立志做新时代革命军人。

3月2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老战士张富清。

是夜，平素内敛沉默的张健全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眼含热泪，
他写下深情的记录——

部队来人了

老兵心中掀起波澜

面对军装上的军徽

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缓缓举起右手

庄严地行上军礼

……



张富清先进事迹学习心得及感想【3】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甲子跃迁尘与土，半生深藏功与名。总书记近日对张富清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一辈子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看似寥寥数语的评价实则却是春
秋笔法、字字珠玑。爱国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备受推崇
的“人间正道”，由此不禁想起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就
职演讲中最为后世称道的那句“爱国之问”：“不要问你的
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在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启动之际，总书记亲自做出重
要批示，彰显出“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的铮铮承诺，
张富清同志的典型事迹无疑是最为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干惊天动地事，需要涵养“慎独”的自律。“不采华名，不
兴伪事”。“慎独”是刻在骨子里的自律，自律的程度决定
人生的高度。没有孔夫子韦编三绝、管宁藜床半穿的坐得
住“冷板凳”、经得起“冷眼色”韧劲，是难以有所建树的;
做学问如此，做事情更如是。张富清同志在解放战争的枪林
弹雨中与“死神”博弈、同时间“赛跑”，于贫困山区的崎
岖小路上与人民“同甘苦”、和群众“共患难”，这一切都
离不开虔诚向党、忠诚为民的政治自觉和高度自律。在西方
历史虚无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荼毒国民的社会“大熔炉”中，张富清同志俨然是“洁身自
好”的“一股清流”，其数十年如一日的“钉钉子”精
神“冲刷”着喧嚣浮躁的不良积垢、涤荡着奢靡声色的滋生
温床。

做隐姓埋名人，必须锤炼“慎众”的自觉。“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慎众”是挂在脸面的自觉，自觉的力度擘
画人生的深度。总书记自身就有一种根植于心的“英雄情
结”，“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遗忘英雄的民族是可悲
的”，对于真正的民族脊梁、时代楷模而言，“荣极一时”



的功与名也许正是“过眼云烟”的尘与土，和耄耋之年仍宵
衣旰食的袁隆平老先生一样，张富清同志转业之后没有向政府
“摆资历”、“论勋章”而是悄无声息地主动请缨，扎根一
线山区，这一去就是壮年热血变成暮年青丝，“发如雪”的
催人泪下故事直至现在才曝光在“聚光灯”下戳中国人“泪
点”，人生一世，有几个六十年可以重来，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历史潮头，大浪淘沙、风起云涌，前尘往事历历在目、
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张富清同志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又一
位“建国”。

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这样的功名足以让人震撼，让人对功名
的主人肃然起敬。可以想象，张富清同志在解放战争的枪林
弹雨中，是何等的英勇顽强，是如何的奋不顾身。为了民族
的独立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他用鲜血书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
华章，体现了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

然而，张富清同志却将这样伟大而光荣的功名“雪藏”，甚
至连身边最亲近的亲人都不知道。也许在他看来，功名再大
再响亮，都已经属于过去，需要从新开始;也许他在这样想，
相比起那些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战友，他已经很幸运，
功名不值得一提。

“第二战场”，继续发挥他的革命斗志，实现他的革命理想。

这一“隐藏”一“选择”，彰显了张富清同志一辈子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的革命者情怀。在部队，他冲锋陷阵舍生忘死，
为了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到地方，他又心系群众冷暖，身
先士卒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他用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实际
行动，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

张富清同志把党的事业、党员责任和群众利益看得很重，总
是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他把把金钱名利、个人
得失看得很淡，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向张富清同志学习，



就要学习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要不论身披何种荣誉头戴
何种光环，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责
任，不忘艰苦奋斗的党员本色，始终以国家利益和党的事业
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读张富清老人的生平经历，于平凡中感悟身为中国*人的光
荣伟大;体味张富清老人的动人话语，于点滴中催发作为新时
代青年的担当与使命。

“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现
在，他95岁，仍然坚持学习。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
想上绝不能离休。”作为一名中国*党员，张富清用自己的行
动见证了自己的铮铮誓言，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身为*员的初
心和使命。

朴实纯粹，淡泊名利。深藏战功63年，因为一次退役军人信
息采集工作，这位老人才重新被人们认识。谁曾想这位平时
默默无闻的张富清竟是立下赫赫战功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战
斗英雄，这让当时负责信息采集登记人员都为之震惊。每当
提起70年前牺牲的战友，老人泪眼婆娑：“我的战功，和他
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
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甘于贫苦，淡
泊名利，装修、家具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样式，平日生活
更是将勤俭节约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在面对儿女工作时，时
任革委会负责领导的张富清毅然让儿女下乡锻炼，到祖国更
需要的地方历练成长，甚至在晚年患白内障进行手术时也只
是选择了一副的晶体，而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老人用
他的淳朴淡泊彰显了*员的高尚品格。

……为来凤县带来了新气象，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见证了*员干
部的责任和担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是有无数像张富清老人一样的人为我
们负重前行默默付出，他们用鲜血和汗水捍卫了我们的建设



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党员的无限忠诚，
这一切的一切也将不断地激励着我们新的一代继续向前，以
无数英模先辈为榜样凝聚成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祖国的明天不懈奋斗!

榜样人物介绍及事迹手抄报篇四

李萌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了参军，
在部队历练两年后，2009年回到北京，被民政部门分配到了
环卫系统工作，成为了东城区环卫十所“三八”女子抽粪班
中的一员。环卫十所正是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生前工作
的单位，是“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精神的发源地，这
支由13名女性成员组建起来的女子抽粪班，主要负责东城区
南部的160余座公厕以及胡同里居民厕所粪便的抽运工作，平
均每个人在工作日需完成4趟清运任务。开始时，家人反对她
做这份工作，但是她不但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而且还暗下决
心，不光要干还要干好，靠自己的努力告诉身边人，工作真
的就只是分工不同，只要认真坚持，就可以实现价值。为了
克服气味难关，她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前坚决不吃饭，来抑制
心理反应，总是饿着肚子从事抽粪这项重体力劳动；为了掌
握抽粪技术，她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总结一天的工作经验，然
后画图分析技术要领，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她就适应了工
作环境掌握了工作技能，将工作做的井井有条。

李萌和“三八”女子抽粪班的队员们总是在完成自己本职工
作之余，主动帮助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有时帮助居民义务
疏通下水道，有时清理无人认领的渣土；2012年“7·21”暴
雨时，她们来到大街上，帮忙排干路面积水，还一直站在井
盖处提示行人车辆注意安全；一到下雪天，她们就冲上街头
除雪除冰。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尽自己所能给百姓提供一
点方便。李萌说：“作为新一代的环卫人，我们要牢记前辈
走过的路，同时肩负着继承劳模精神、让更多人了解时传祥
精神的重任。”9年来，李萌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坚定



执着，无怨无悔地为环卫事业奉献着青春年华。

党的十九大代表，2012年被评为“北京榜样”十大人
物，201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5篇《《榜样4》
人物介绍_时代楷模张富清先进事迹学习心得》，您可以复制
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
使用。

榜样人物介绍及事迹手抄报篇五

甲子跃迁尘与土，半生深藏功与名。总书记近日对张富清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一辈子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看似寥寥数语的评价实则却是春
秋笔法、字字珠玑。爱国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备受推崇
的“人间正道”，由此不禁想起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就
职演讲中最为后世称道的那句“爱国之问”：“不要问你的
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在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启动之际，总书记亲自做出重
要批示，彰显出“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的铮铮承诺，
张富清同志的典型事迹无疑是最为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干惊天动地事，需要涵养“慎独”的自律。“不采华名，不
兴伪事”。“慎独”是刻在骨子里的自律，自律的程度决定
人生的高度。没有孔夫子韦编三绝、管宁藜床半穿的坐得
住“冷板凳”、经得起“冷眼色”韧劲，是难以有所建树的；
做学问如此，做事情更如是。张富清同志在解放战争的枪林
弹雨中与“死神”博弈、同时间“赛跑”，于贫困山区的崎
岖小路上与人民“同甘苦”、和群众“共患难”，这一切都
离不开虔诚向党、忠诚为民的政治自觉和高度自律。在西方
历史虚无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荼毒国民的社会“大熔炉”中，张富清同志俨然是“洁身自
好”的“一股清流”，其数十年如一日的“钉钉子”精



神“冲刷”着喧嚣浮躁的不良积垢、涤荡着奢靡声色的滋生
温床。

做隐姓埋名人，必须锤炼“慎众”的自觉。“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慎众”是挂在脸面的自觉，自觉的力度擘
画人生的深度。总书记自身就有一种根植于心的“英雄情
结”，“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遗忘英雄的民族是可
悲的”，对于真正的民族脊梁、时代楷模而言，“荣极一
时”的功与名也许正是“过眼云烟”的尘与土，和耄耋之年
仍宵衣旰食的袁隆平老先生一样，张富清同志转业之后没有
向政府“摆资历”、“论勋章”而是悄无声息地主动请缨，
扎根一线山区，这一去就是壮年热血变成暮年青丝，“发如
雪”的催人泪下故事直至现在才曝光在“聚光灯”下戳中国人
“泪点”，人生一世，有几个六十年可以重来，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历史潮头，大浪淘沙、风起云涌，前尘往事历历
在目、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张富清同志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又
一位“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