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 抗击疫情
的感人事迹心得(实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一

从腊月二十九那天起，越溪乡党政办主任__同志就一直在为
疫情防控工作奔忙着。守卡口、测体温、做宣传、收发文、
保后勤，他既是亲身参与一线战斗的践行者，也是防疫工作
后勤保障的贴心员。

疫情防控的“守门员”

联村干部出现在一线，才能让村民定心，让群众安心。__同
志根据村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卡点，带头做好执勤工作，
并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共同参与防疫工作，为村内防疫战场营
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他守住的不仅是疫情防线，更是守护
了村内百姓的安全和信心。

后勤保障的“主心骨”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乡集中隔离点的布置时间紧，任务重，
成了头等大事。白天在村里执勤，__同志利用晚上时间，跑
遍各处配齐隔离病人专用东西，做好物资采购的保障。又专
门安排两辆车，负责乡里发热病人的接送工作。此外，乡政
府派出的民兵小分队、维稳部队等的伙食盒饭，他也一直惦
记在心中，和食堂做好沟通，保障好他们的饮食。

传播防控的“定心丸”



在防疫工作的关键阶段，信心比黄金更重要。__同志组织党
员义务宣传队，利用小喇叭宣传相关政策。疫情防控宣传不
但入户，还入脑入心。对疫情期间村民出现的焦虑、紧张情
绪，他及时调解矛盾、解释政策、做好疏导，把正能量传到
每一位群众心中。

居家群众的“贴心员”

__不仅对隔离观察对象及时安抚情绪，还力所能及帮他们解
决生活上的困难。为隔离的对象、宅家的群众买菜送菜、买
降血药等生活物资，成为群众的“贴心人”。__还发动企业
家慈善募捐，得到了越溪两名企业家捐赠总金额约3万的急需
物资。

在这次疫情中，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基层干部冲在疫情一
线，他们守住的不仅是疫情防线，更是守护了村内百姓的信
心和希望。春天已至，战“疫”必胜。相信只要我们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我们必能打赢这场战“疫”，迎来最美丽最
特别的春天。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二

广州非典疫情最严酷的时候，6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
院已不堪负重，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

钟南山的内心也十分焦急。但是，他更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他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
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
人往我们医院送!”

作出这个决定，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
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
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
强。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



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
务舍我其谁?”

为了搞清楚非典的规律，钟南山自己都不知道看了多少病人。
为了联络方便，平时很少使用手机的钟南山24小时开起了手
机。早期危重的非典病人，病情重、传染性强。广医一院
有20多位医务人员感染得病，同时还收治了许多兄弟医院的
医务人员。钟南山的心时常揪得疼。“这个时候不能再让医
务人员倒下。倒下的要让他们尽快康复。”每天不管多忙、
多累、多晚，他必定要到病房走几趟，除了看病人外，还要
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检查每个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
是否到位。

钟南山实在太忙了。他参加会诊，出席讲座及各种指导活动，
曾经一连38小时没合过眼!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但他知
道，此时此刻自己绝不能倒下，坚守在岗位上，就是病人和
医务人员的希望。在医院住了一晚之后，他偷偷跑回家，以
家为病房，进行自我治疗。在夫人的悉心照料下，钟南山稍
微休息了两天，又一心扑在病房了。

不允许自己倒下的钟南山，深知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要用
事实说话，用科学说话，用治疗效果说话，让病人尽快康复。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三

云南一位县级领导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有幸和张老师有了
面对面的接触。

20__年香港教育工会组织了“向张桂梅老师学习分享活动”，
一行30多人到了儿童福利院看望张桂梅老师。

香港教育工会的副理事长李副秘书长临行前，特意递了个信
封给这位领导，说“张老师身体虚弱需要加强营养，建议每
天喝袋牛奶，但没有冰箱牛奶不易存储，上半年我给了



她3000元嘱咐她买个冰箱，昨天去她住房看没有买，这笔钱
都用孩子们身上了!这里面有2600元，请你在张老师搬到新的
儿童福利院时，帮忙用这笔钱给她买个冰箱，拜托了!”这位
领导深深地感受到了李副秘书长的用心良苦，接受了这个重
托。

可还没等到张老师搬新家，组织安排这位领导到了新的岗位，
临行前他到儿童福利院看望张老师，一是辞行，二是把李副
秘书长的心意告知张老师。他诚恳地对张老师说，“请您不
要辜负李副秘书长的心意，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笔钱
只能用来买冰箱……”再三嘱托后便离开了。

半年之后，这位领导到新福利院看望张老师，发现宿舍里除
了原有的书和物件外，没有看到冰箱的影子!“牛奶只是我喝，
孩子们却没得喝，我怎么能喝呢?”张老师说到。

后来知道张老师把钱用在购买孩子们的生活用品上了。这位
领导深深地自责，觉得辜负了李副秘书长的重托!耳边回响起
秘书长的话“张桂梅老师的身体太弱了，她的工资不用在自
己身上，连我们寄给她买药的钱，她也用在孩子们身上了，
请你给她买个冰箱，华坪天气热，鲜奶必须放冰箱保鲜，希
望她能每天喝上一袋鲜奶。”

万般懊悔之后，这位领导陷入沉思，每天喝一袋牛奶于常人
不过是平常之事无可厚非，况且身体健康需要，张老师却视
为奢侈，孩子们有的她才能有，有人说张老师“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真诚赞同。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四

钟南山是中国人的定心丸。

一、敢为人先



从十几年前再到如今中国医疗事业的发1653展，离不开钟南
山在背后的付出。而且每当重大传染病来临时，都是钟南山
院士冲在了最前头，可以说他拯救了中国人。如今我们能有
如此安宁幸福的生活，能让许多人逃脱疾病传染的恐惧，让
社会经济再度发展起来，都是因为像钟南山一样医疗人员的
贡献。钟南山院士在当时武汉最危急的时候，义不容辞的直
接冲向武汉，通过了无数医护人员的努力，终于将陷入死亡
深渊的武汉生生的给拉了回来。如今的武汉又再度有了烟火
气，商业街道也慢慢开始走向了正轨，这都离不开这些人的
支持啊。

二、谨慎乐观

在人民最惶恐的关键时刻，也多亏了钟南山院士以及他手下
的那些医护人员的努力，才让社会不至于陷入恐慌之中。他
教导人们不要多出去走动，一定要注意好各方面的防护措施，
他的话就像是定心丸，也镇压住了许多蠢蠢欲动想要外出的
人。他是一个非常爱国而且爱憎分明的老人，就算是一把年
纪，也依然身体健朗，并且还热爱运动。他在人们都避之不
及的时候，给所有人起到了带头作用，可以说钟南山是民族
英雄。他的两次挂帅出征，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也成功
解救了许多被病情折磨的中国人民。

三、无私奉献

普通人到了80多岁，早就在家颐养天年了，可是钟南山却依
然忧国忧民，一把年纪了却不愿意歇下来，而是想要在帮助
底下的人一把。他终日投身于工作中，在为了解救人民不断
努力，他身上的无私奉献精神真的是令人感动。他是百姓都
爱戴的专家，也是中国英雄。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五

大家好!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做一个阳光自信的人》。



一个阳光自信的人，他敢于展现自我，挑战自我，从而更好
地把握机会，创造美好的生活;一个阳光自信的人，他会把握
现在，专注于每一天，充分享受人生的过程。

一个阳光自信的人，他会珍惜一切，懂得感恩，让自己变得
快乐;一个阳光而自信的人，他会保护自己，懂得在压力太大
的时候低头，保持生活的灵活性。

一个阳光自信的人，微笑是他最常见的表情，无论发生什么
事，总是以理性的态度去处理，他知道“因祸得福”;自信能
使人创造奇迹，即使在逆境中也充满了对成功的渴望。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经常谈论学习成绩。当然，学业成绩的.
好坏与平时的努力程度有关，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了
以下结论:

同样两个人努力学习，自信的人总是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学
习;当学习任务完成的很好，我会认为这是因为我自己的力量。
当我遇到我无法完成的学习任务时，我就会想也许这个任务
本身太难了。

缺乏自信的人会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好运，把失败视为自己
的无能。正因为这小小的心理差异，两个人虽然花时间、精
力都不错，但往往信心满满，收获的一个就大得多。

自信对我们塑造一种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自信是潜在
释放的精神源泉，是克服困难并坚持到底的勇气源泉，是顽
强生存和事业成功的脊梁。

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说过:“拥有自信，就拥有了成功的一半。
”《成功的脊梁是自信》一书的作者阿瑟夫说：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也瞧不起，连自信心也丧失殆尽，那就等于自己给自
己判了死刑。



同学们，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每天快乐多一些，
就请记住：

关注自己的优点。在全面认识、客观评价自己的基础上，我
们要多关注自己的优点，把它们写在纸上，每天温习，产
生“自信”的蔓延效应。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六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的爱包围着我的点点滴滴，
在这点点滴滴中我的微幸福油然而生。

“长大后我明白，为什么跑得比被人快······”当这首
《听妈妈的话》—铃声，回荡在我耳边时，一股烦恼与幸福
的感觉流到了我的心田。

当《烛光里的妈妈》响起时，心里想：“又是妈妈，把我的
游戏时光给浪费了。”我烦躁的接起电话：“妈，干什么?”
她总是唠叨了一大堆：“注意空调别开太冷······”
妈妈说到一半我一怒之下挂掉了电话。还有一次，妈妈打电
话给我，把我从游戏中拉了回来，我十分生气，挂掉了电话，
又去玩游戏了。过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
喘得说可是话来了。只听一声雷，我转眼见窗外，风雨交加。
妈妈唠叨起来：“你呀，着急死我了!怎样不接电话呢?”我
反驳了几句就回房了。

妈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声铃声都是包含了
浓浓的爱，我的微幸福。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让我们健康的成长，母爱
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的微幸福。



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材料篇七

今年犹如当年的非典防治战，这场敌人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战
争，所挑战的不只是医疗机构，也是对全民共同体，乃至每
个人的考验。

不少时候，碰到灾难等突发状事故，但就关联度而言，恐怕
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人传人”的传染病疫情，能让我们更
真切的感受到——“我们都是防疫人”。

钟南山院士就建议，“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此
类忠告和防控应对，需要每个人的配合，也必然会或多或少
影响到不少人一时的便利、打乱原有的春节计划。像一些人
原本约好的同学、亲友聚会，可能就得注意场合乃至取消，
甚至一些商业行为也难免受影响。

必须承认，不少防控工作，尤其是涉及管控、监测、检查等，
都是以削减民众的便利程度、牺牲局部利益为前提的。其中
一些或可通过构建合理的机制来实现社会共担，但有一些可
能注定需要个体的承担，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也是非常时
期的不得已而为之。

本质上，这次疫情也是对民众科学素养与公民精神的“拉
练”。多相信科学，遵循那些科学的“自我保护指南”，别
被那些蹭疫情夹带私货的“鞭炮防传染，吸烟能消毒”、兜
售阴谋论的“生物战”话语所蒙蔽;多循守理性，不盲目不恐
慌，服从防疫的管制安排，尽量避免成为交叉感染的一
环……这些都是个体应有的“价值自觉”。

当无数的个体能真正依据科学精神、秉持公民素养，合理调
整防疫期的个体行为，全社会战胜疫情的砝码就大一些，成
本就更低一些，最终带来的公共利益增量，也将回馈给每个
人更多的安全感。



病毒所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应对系统。这个应对系统里面，
没有人可以例外。目前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发展，仍有诸多不
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个体还是相关部门、机构，
在应对上多一些“打提前量”和冗余准备，少一些盲目乐观
和侥幸，多一些配合、公开，少一些自行其是，这样人们的
从容就多一份，战胜病毒也能愈发可期。说到底，就是科学
精神和公民素养越充沛，越能给战胜疫情增加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