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汇
总8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学校是建起来了，如何留住孩子却成了难题。

为留住这些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去有些学
生家的路太难走，连车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往。一个假期
甚至两个假期，即便马不停蹄，张桂梅也只能走访完一届学
生的家庭。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
亲自到每一名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一次家访，到了山下，司机告诉张桂梅，车上不去了。学生
的家在山顶，仅有一条不到半米宽的山路，路的一边是万丈
悬崖，走路的话需要6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张桂梅搭乘乡
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当时坐在车上，我都不敢低
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入悬崖粉身碎骨。”想起当
时的场景，张桂梅至今心有余悸。

学生下山来接她，在半山相遇时，张桂梅第一句话就问
她，“你为什么要回这儿来啊？你怎么还老想回这儿啊？这
地方你怎么回来的啊？”女孩低着头淡淡地说，“老师，我
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张桂梅无言以对。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大家是否认识一位扎根在边远山区的女教师张桂梅，她创办



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起了一个又一个，在贫困地区的女孩
子的读书梦想。她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幸
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他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还有什么传奇人物比62岁张桂梅更落魄吗?为了省钱，她多年
不吃肉，直到后来“吃点肉就会呕吐，就会难受”。她去筹
款时，被人放狗咬过，脚上鲜血直流;街头募捐，别人怀疑她
是骗子朝她脸上吐口水。

她家中，最醒目的是40多项荣誉证书：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1974
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
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
步步走向贫困山区。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
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
华坪县。她放弃了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
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
任务。

回过头来，身处帝都的我们，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要怎么做呢?
我们拥有国家顶尖级别的教育条件，教育环境，教育背景，
不像张桂梅老师面对那样恶劣的条件。在张桂梅老师身上，
我们要传承的是身为教育工作者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无私
奉献精神，正如同“木叶飞舞之处火亦生生不息”，我们要
做的就是在工作之中融入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做好祖国花朵
的领路人;未来社会的领路人;甚至是祖国未来的领路人。人
们大多称老师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们唯有加强使命
感与责任感才能对得起这份赞誉。

【篇二】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假如今年的你39岁，丈夫病故父母离世无儿无女身处异乡，
你是选择庸庸碌碌虚度剩下的人生，还是在奋斗之中书写新



的人生华章?39岁的张桂梅选择了化悲痛为力量，扎根小城华
坪20余载，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通过爱心倾注到当
地的教育事业之中，带领1600多名贫困女学生走出大山，撒
播下希望，用责任和担当书写了新时代的“小城大爱”故事
传说。

爱心。“我要用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力量为孩子们多做点
事。”朴实无华的语言下，蕴含着张桂梅对山区贫困学生最
深沉的爱。她把家访当常态，10余万公里的山路被踩在脚下，
成为1500多户家庭走访的“垫脚石”，为的就是减轻“山里
人出趟门不容易”的负担，了解到每一个学生最真实的情况，
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作为基层党员
干部，我们就是要把一颗爱心融化在群众的心田，尤其是对
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
他们建立友情，从心底打破隔阂，详细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
意愿，在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中，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坚定。“党员在，女高就有办下去的希望。”刚刚成立之初
的华坪女高，师资紧缺学生家底薄，被认为是一所“绝对办
不下去的学校”。但张桂梅却不信这个“邪”，带着8名教师，
其中6名党员，佩戴党徽上课，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把党
员教师们内心的澎湃激情转化为坚定信念，造就了独特的丽
江华坪“女高精神”，华坪女高也逐渐成为当地学生家长向
往的学校，教育教学成绩日渐显著。张桂梅和学校的党员教
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功需要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要从
她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对于选准了的方向认准了的事，要敢
抓敢管敢作敢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奉献。面对接踵而至的各项荣誉，张桂梅始终保持着入党之
初的那份初心，把自己微薄的工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收养
孤儿，把70多万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贫困山区，一条洗得褪
了色的牛仔裤一件很老气的花衬衫一双旧旧的黑皮鞋一副厚
厚的近视眼镜，是伴随她多年的“行头”，生活十分清苦。



她所有的心思都奉献给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对她来说，
“让最底层的百姓看到希望，让所有的孩子享受教育的公
平”，奉献理所应当。面对“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民
族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要以张桂梅这样的榜样为标杆，
对标对表，学习她们身上无私奉献的品德与情怀，立足本职
岗位，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干劲，不讲条件不计得失，
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一点一
滴的做出我们的贡献。

【篇三】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通过参加这次报告会，我从宣讲团对张桂梅先进事迹的宣讲
报告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她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境界，在我
们临县华坪居然还有这样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人，这让我的心
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张桂梅---“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大女杰”，华坪县女子
高中的创办者，华坪县孤儿院院长，少年丧失母亲，青年丧
父，中年痛失丈夫，两次肿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身
患重病却始终坚持上课……这就是我对她最初的了解，或许
很多人对张桂梅的了解都只停留在这，或许很多人都不理解，
难道她不要命了吗?她究竟为了什么?但是随着宣讲的不断深
入，随着心灵一次又一次的震撼。我找到了答案，“她是一
名共产党员”她是那些贫困山区孩子求知的“指路牌”更
是130多名孤儿的“妈妈”。我为我之前的想法感到羞愧，作
为一名中共党员张桂梅一直在平凡的岗位，干着不平凡的事，
在磨难面前她勇敢的挺直了腰杆，生活的磨难没有击垮她，
病魔更没有让她倒下，她担负起了一个伟大母亲的责任。她
用赤诚的爱心托起了无数孤儿和困难女子的人生梦想，这一
刻我打心眼里敬佩她，她无愧于“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
大女杰”等一身荣誉。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的写照，也是张桂梅的写
照，30多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



她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三元以
内，而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的工资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
的学生垫交学费，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奉献给学生和孤儿，
这些事迹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是小溪，就流向沙漠，去造
就一片生命的绿洲。正是因为她的淡泊名利，不求回报，才
造就了一片“绿洲"。物质固然重要，可是决定我们生命价值
的东西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品质，张桂梅老师的崇高精神犹
如一棵苍天大树，供人们歌颂，更是我们党员学习的楷模。

【篇四】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我认真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感人事迹，我对她产生来强烈的
崇敬之情，她和我们一样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可她坚
强的毅力却是我所不能及的，我为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
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
三尺讲台上而钦佩。

她是与命运之神抗争的典范。张桂梅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
充满憧憬和希望，但是幸运却没有垂青她，不幸之神却与她
如影随行：花季年华丧失母亲，青春年华痛失丈夫，两次肿
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磨难面前她勇敢的挺直了身子。
磨难没有使她消沉，病魔没有使她倒下。她紧紧抓住有限的
生命，在讲台上认真教学;在课外，认真辅导学生。几次晕倒
讲台上，领导要她住院治疗，她放下学生，总是还不到出院
就偷偷回学校上课。就是这样柔弱的身躯，她还毅然出任孤
儿院院长。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如此做呢?张老师的话“如果说
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
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她是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天使。张老师放弃了进条件好的学校
任教的机会，选择了条件较差的学校，一身病痛的张老师教
学上几十年兢兢业业，承担学校繁重的教学工作，女生工作，
妇女工作，语文教研工作及其他校务工作。除了住院没向学
校请个一天病事假，教学成绩却异常突出，她说：“为了民



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
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
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爱生如子。她虽然没有
孩子，可是她却是许多孩子的妈妈。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
生，中午晚上看着学生睡觉，给学生盖被子。学校学生和孤
儿院50多个孩子，住院她陪着，给他们送饭，付医药费，资
助学生读书，自己连洗衣机都没有。她将爱播洒进孩子们的
心田。她有着我们教师两袖清风的高尚品质。张老师前后将
国家奖励给她的奖金50余万元全部捐给贫苦地区的教育事业，
自己每天的生活控制在三元。她像春蚕，她像蜡烛，她更像
光芒万丈的太阳!

她是新时期教师的楷模。因为她淡泊名利的精神可以使我们
保持清醒的头脑。物质固然重要，可是决定我们生命价值的
东西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品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牢
记使命，教书育人，培养一大批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这
些人才，首先必须是政治上过硬的，必须热爱我们伟大的祖
国和人民。他们才能肩负历史的重任。我们教育工作者，如
果没有过硬的政治思想，学校德育建设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培养的人才质量就会出问题!这是很危险的，学习张老师
的事迹，很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们要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回
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良作
风;学习她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要时时刻
刻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努力工作，
不辱使命，做一名人民放心的教师。

【篇五】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
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
楼的灯一一打开。



10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
惯。“姑娘们怕黑，提前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把母爱奉献给了女
高的孩子。

每逢假期，不管工作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去学生家中挨个
家访。10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
过10万公里。

有年寒假，张桂梅到华坪县荣将镇家访。在街头，张桂梅一
眼就看到高三学生山启燕正在路边卖甘蔗。“都要高考了，
不好好在家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张桂梅生气地问。

了解到山启燕父亲患病家庭困难，张桂梅经常偷偷给她塞生
活费，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大学毕业的山启燕已成
为一名幼师。

张桂梅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没有房没有车，所有收入
都用在了女高的学生们身上，自己一件衣服能穿10多年。

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入院，华坪县县长到医院看望她。躺
在病床上的张桂梅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
能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我将无我，让信仰的力量传递

9月5日，华坪女高高一新生端坐在操场上，聆听入学后的第
一堂“校课”。每周“校课”，小到学习生活，大到理想信
仰，张桂梅都亲自授课。

如今，这堂课让张桂梅愈发感觉吃力。63岁的她站在教学楼
前，身形有些佝偻，手指胳膊颈背上贴满了止痛膏药。“早
上起床时，脚疼得不敢着地。有时我真想不干了，可看着你



们，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张桂梅对学生说。

看到有学生抽泣，张桂梅连忙说：“不哭不哭，我答应你们，
我会好好的，陪你们读完这三年……”话音未落，100多名新
生已哭成一片。

前不久，张桂梅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
的活动。丽江市专门设立了“张桂梅教育基金”，所筹集资
金将用于支持华坪女高发展补助贫困学生。

让张桂梅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手中
的接力棒。受她的精神感召，许多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学毕业
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投身艰苦偏远山区的教
育事业。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从小穷苦的她，以前愿望是
“走出大山赚大钱”，但女高改变了她的想法。2015年大学
毕业后，周云丽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教师岗位。听说女高
缺数学老师后，她毫不犹豫放弃了县城工作放弃了正式编制，
来到女高做代课老师，一年后才转正。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
竟的事业。”

【篇六】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她，是一名敬业奉献的人民教师，是一位心系群众的教育扶
贫工作者，更是一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她就是华坪女子
高中校长张桂梅。原本拥有幸福家庭的她突遭命运的打击，
在失去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后，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生活的
重担，此时，她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抉择，她没有选择到条件
优越的学校任教，而是毅然只身前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条
件艰苦的华坪县投身教育扶贫。虽然疾病缠身，被病痛折磨



的苦痛难言，她也没有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凭借着顽强的
毅力，她忍着病痛一次次站在热爱的讲台上。

一枚党徽，她始终都把党徽佩戴在身上，昂首挺胸的展现共
产党员的风采，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徽在闪烁。

一面旗帜，她埋头苦干、洒播大爱，是党员干部心中一面先
锋模范的旗帜，哪里有艰苦哪里就有旗帜在飘扬。

一个榜样，她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各行各业奋斗者
争相看齐的榜样，哪里挫折有哪里就有榜样的力量。

情系群众，小喇叭声音更响亮。平日里，华坪女子高中校园
内随处可见张桂梅老师手持小喇叭督促学生跑步、早读的身
影，有了小喇叭的陪伴，学生心里都很踏实。她始终把学生
当做亲人，当遇到学生生病，她带着他们彻夜奔波到医院，
一直守护在学生身旁。她心里始终记挂着群众，设身处地为
百姓着想，用一次次感人的事迹践行着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
宗旨。基层工作中，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着很多前来咨询问题、
办理业务、反映情况的群众，也常常会深入农户家里给群众
做政策宣传，在面对群众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张桂梅同志
的精神风貌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我们态度要好一点，笑容要
多一点，讲解要清楚一点，多站在群众角度考虑问题，做好
政策“翻译”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把
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顽强拼搏，三尺讲台折射温暖。华坪女子高中建校初期，身
为校长的张桂梅遇到各类棘手的问题，筹集建校资金困难、
教师队伍人员流失，以及疾病的痛苦折磨，但是对教育扶贫
的坚持和对讲台的热爱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去，张桂梅同
志的顽强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工作中，面对急难
险重等困难时，部分人会出现躲避推脱、敷衍塞责的情况，
这既不利于任务的完成，也会使政府工作者的形象在群众心
里大打折扣。我们要学习张桂梅同志精神，不仅要会“做



事”，还要能“扛事”，面对“硬骨头”，不绕弯、不敷衍，
用理论完善决断力，用实践强化行动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以钉钉子精神将任务落实，见行见效。

无私奉献，一盏明灯照亮前方。张桂梅老师虽饱受病痛折磨，
却依然坚持为教育事业奉献所有的光和热，她无私奉献，为
校园建设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她如细雨般润物细无声，不计
功名，告诫学生要时刻铭记党和国家的栽培，她用实际行动
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是我们党员干部的指路明
灯。基层工作中，我们常常会因为紧急任务而牺牲个人的时
间，或由于一些特殊情况被百姓误解，此时，我们更要要沉
下心来做实事，不抱怨、不消极，学习张桂梅同志“舍小我、
顾大家”的精神，用优秀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不计
回报，功成不必在我，把群众的认可当做衡量自己工作成效
的一把标尺，时刻谨记共产党员的“初心”，在时代的新征
程中脚踏实地、奋勇向前，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

【篇七】时代楷模张桂梅心得体会

她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
利院院长张桂梅，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佳师德
标兵。2020年10月，云南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张桂梅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她始终把教
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自1990年
参加工作以来，她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身追求，而
且在工作的这三十年中也一直积极践行这一人生追求。

作为一名教师，她心系困难群众，始终相信群众利益无小事，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教育扶贫行列，在她的努力下，
华坪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坚持树人先树魂，
把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立校之本。她长期拖着
病体，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只要还有一



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
会各界捐助她治病的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自己却甘守
清贫。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张桂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
的工作--家访。张桂梅身体不好，但是她却从来不让学生家
长来开家长会，自己拖着生病的身体进大山挨个对学生进行
家访。在遇到有辍学思想的学生时会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给
学生和家长做工作，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就是这样的家访，
张桂梅坚持了十年，帮助很多想辍学的孩子又重新走进了学
校，坐在了课堂上学习。

拜读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用生命点滴的人生故事传说
传说传说，我深切的领会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
神魅力。张桂梅不是制造出来的英雄，她是那样朴实，那样
真实，也许她在悄悄的改写着英雄的概念.”张桂梅的精神，
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追
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张桂梅的精神，又是一种平凡的精神，
体现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回报，
具体落实到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上，在普通教学岗位上，恪尽
职守呕心沥血淡泊名利执着追求。我作为教师中的一员，我
要用心感受用心学习张桂梅的精神，学业上不断进步，修养
上不断完善，做学生热爱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做无愧于时
代的光荣教师。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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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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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最近被张桂梅的先进事迹刷屏了，我认真的了解了张桂梅老
师的事迹，瞬间泪流满面，从内心深处佩服张桂梅老师的伟
大。2002年，作为一名普通的山区教师，孑然一身的张桂梅
立誓：“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那些山里的女孩子
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2008年，她创办了免费女子
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12年间让1804个大山里的贫困女孩
考入大学，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生的命运，用教育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

如今63岁的张桂梅百病丛生，满脸岁月沧桑，但是她却拥有
最伟大的人格。她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树立远大
志向，倡导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注重言传身教，传承红
色基因，让“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学生自觉追求。
张老师说在她办学初期，最艰难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她把
学校的党员找来，发现8个老师中6个党员，一下子底气就上
来了，她带着党员老师们在学校里画了党旗，重温入党誓言，
既然有她们这些党员在，扶贫的阵地就不会丢，这就是共产
党人的坚持。

看完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发自内心尊重她，她是个时代的伟
人，用孱弱的身体撑起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我深切的被
她这样的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神魅力所感染。张
桂梅老师不是制造出来的英雄，她那么朴实无华，用一个女
人无私的奉献悄然书写着英雄的概念，这些英雄就真实的生
活在我们的身边。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张桂梅老师
的事迹值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学习，学习张老师发自内心的
无私，我们的教育事业太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老师，纯粹无
私，不忘初心。我们学习张桂梅，就是要学习她处处以共产
党员的先进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
无怨无悔;学习她的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为教书育人恪尽职
守、呕心沥血的精神;学习她崇高师德，治学严谨的锲而不
舍;学习她珍爱生命，坚韧不拔的顽强，为战胜病魔不屈不挠，
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山区的女孩们，她是当之无愧的时代
楷模。

有人说，张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躯是自己的，没有家、没
有亲人、没有孩子。她却笑着说：“不，我是一名党员，我
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
家，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她用一生践行大爱无
疆，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把自己奉献给党和人民，这正是我
们要敬仰的时代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