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桂梅的演讲稿 张桂梅的个人先
进事迹(实用5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张桂梅的演讲稿篇一

26年前，张桂梅从云南大理搬到华坪，是为了在一个陌生的
环境里，平复丈夫病逝后的心碎。然而，自从把办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当成自己的责任后，她克制了自己的悲伤，忍受了
肿瘤、心脏病等重疾的折磨，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生涯与
教育事业完全融为一体。

到华坪后，张桂梅在华坪县民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华坪县
儿童福利院院长。她的学生中，有的女孩因家庭贫困辍学，
回家放牛放羊；有的收了彩礼，小小年纪就要嫁人。在一次
家访中，一个穿着破旧衣服、背着草筐拿着镰刀的女孩独自
坐在山坡上，忧伤地说“我想上学”。

这些女孩的经历深深刺痛了张桂梅的心。她发誓，要建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改变一个女孩的命运，相当于改变三代人
的命运”。

为了筹款，张桂梅到昆明街头、火车站等地，立起“筹资办
学”的纸牌，向过往行人讲述她的办学梦想；她到企业寻求
帮助，或被婉言谢绝，或被保安赶走；后来中央电视台邀请
她到北京录制节目，为她募集到50多万元。

经过张桂梅的四处奔走呼吁，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丽江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9月，全国第一所公立免费女子



高中在华坪县落成。

14年来，按照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的规划，分4期投资建
设的华坪女子高中，从教学质量到校园文化建设，都令人瞩
目。

学校实行寄宿制全免费教育，为在校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费，
为每名新生提供行李、校服等。

14年来，2000多名山区女孩从这所高中毕业，圆梦大学。

多年来，张桂梅毫不讳言对农村女孩“认命”的痛恨。她为
华坪女子高中创立的校训，是她对女孩们的希冀：“我生来
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
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尽管学生们都知道张桂梅的规矩，“走出学校后，就不要老
回头看，老惦记着这个学校”，但其实，每次离别时，张桂
梅都“半是忧伤半是不舍”。

自华坪女子高中建成以来，张桂梅就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房
间里有4个上下铺、8个床位，除了她的床铺外，其他床铺经
常有学生来和她同住。陈琪就与张桂梅同住了一年。

每天清晨，张桂梅都第一个起来到过道上给学生们开灯，陪
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都会亲自查课；夜里12点后
查完宿舍才入睡。

与张桂梅一样，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的作息也和学生接近，
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全天在学校，学生有问题都可以及时
找老师解答。10余年来，老师们一直延续着张桂梅到贫困学
生家家访的传统。

张桂梅贴满胶带的手上每天都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在不少人



眼里，张桂梅对学生的苦口婆心都在这个喇叭上：敦促学生
起床、洗漱、用餐、上课、做操、播放音乐。

张桂梅胸前总是佩戴着党徽，“看着就有力量”。学校每周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歌曲、每周组织一次政
治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在学校的围墙上，用红油漆写着“党给了我翅膀，社会给了
我天空”。张桂梅希望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清晰的
目标，激发“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

周云丽和姐姐周云翠是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初建时招收的第
一批学生。两姐妹的母亲在她们幼年时患病去世，患有小儿
麻痹症的父亲靠打零工和种田的微薄收入供两个女儿读书。
当听说县里有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时，父亲带着两个女儿来
见张桂梅，小心翼翼地询问是不是真的免费。

3年后，周云丽和周云翠都考上大学。2015年，从云南师范大
学毕业的周云丽放弃了到另一所有编制的中学工作的机会，
向张桂梅申请到当时急缺老师的华坪女子高中工作，第二年
才考上了学校有编制的岗位。

如今，当上教师的两姐妹，还清了助学贷款。周云丽所带的
班级，有两届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居全县第一。

“起立”是每天张桂梅走进教室上课时，与学生互致问候的
简单话语。在她看来，“起立”代表着力量、希望和行动。

“中国乡村教育的‘起立’，需要乡村青年教师的‘起
立’。”张桂梅说。



张桂梅的演讲稿篇二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先
进事迹激发了笔者对这位“奇迹校长”、时代“燃灯者”的
深深感怀，她坚毅而执着的目光散发着伟大的人格魅力，她
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几十年如“一”的高尚精神正是每一
名共产党员致敬和学习的生动榜样。

一心一意为民。“如果我是一条小溪，就要流向沙漠，去滋
润一片绿洲。”40多年来，张桂梅毅然投身深度贫困山区教
育扶贫主战场，用持之以恒的默默奉献，帮助乡村女孩去追
逐自己的梦想，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一句“我们等得
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直击人的内心深处。为民者，胸
中装有大情怀，广大党员自当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以
“我等得起，但是人民等不起”的忧民情怀和“跑步”姿态，
激发为民担当，始终做到信念如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

一丝不苟做事。“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她们的命运，改变她们
家庭的命运。”长期以来，张桂梅坚持做好教书育人、立德
树人这一件事，培育和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用信仰之光照亮
贫困孩子的追梦人生，用舍我的付出成为女高人的精神支柱，
12年里单是家访里程数就达到了11多万公里。共产党人最讲
认真，广大党员自当发扬敬业奉献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追求
精益求精，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做到“惟精惟一”，切切实
实为民解难、解忧纾困，以一生为公、一心为民的担当干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

一往无前奋斗。“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
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也是她最真实的写照。虽然寸寸青丝
变成了满头花白，但坚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教师岗位上，未
曾改变的是对山区学子的付出和对教育事业的信仰，一往无
前的“忘我”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人。伟大事业成于不懈奋斗，
广大党员自当保持奋斗之心，不畏艰难困苦，永葆丹心向党，
用生命践行使命，用情怀抒写担当，在为民的各项斗争中砥



砺初心、提升本领，时刻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乘长风破
万里浪，直达胜利的彼岸。

一生一世无悔。“一直支撑着我的是我们的信仰，是共产党
员的信仰，是我对党的承诺。”张桂梅至真至诚、甘为人梯、
无怨无悔的精神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
当，诠释着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悔
抉择。做正确的事方可无悔，广大党员自当坚定为民的初心
和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为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梦想终身奋斗，做到“无论付出什么
我都值得”，风雨不动安如山，一生无悔做党员。

张桂梅的演讲稿篇三

1997年4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迅速膨胀，疼痛难忍。
她一面吃止疼药，一面把工作量加到了最大限度。当她知道
自己生命垂危时，面对一纸无情的病检报告（当时医院诊断
为癌症），她没让任何人知道，而是默默忍受着身体和心灵
上生与死的煎熬。在几个月里，同事们经常看见她在通往教
室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她给学生加大了复习量，也加大
了自己的工作量，一直坚持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
才向领导说明情况，住进了昆明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切除的子宫和肿瘤重达2公斤多。

术后，医生要求她至少休养半年，可是手术后的第24天，她
就回到民中上班了。由于手术失血过多，伤口没有完痊愈合，
巨大的疼痛折磨着她，可她仍然坚持在讲台。

1997年12月，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复发，领导、同事、学生
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她不肯。她说：“我的事业是教书，我
的希望是学生，不把他们送出学校我是不会先走的”。这段
时间，她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每天工作10多小时，更不存
在星期六、星期天，全年休息的时间只有过春节的3天。直



到98年3月，她的病情己恶化得特别厉害。冲着领导、同事的
真情，她才进了华坪县中医院，她仍然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
作。每天都是一拔下针头就走向讲台，从没有在医院安稳地
躺过一天。

看了不到一个月，医生告诉她医院无法控制她的病情，需要
转院治疗。为了节约国家的医疗费，她毅然决定出院。为了
即将毕业的学生，她拒绝再到任何医院治疗，仍然坚守在岗
位上。

1997年9月，调到民中工作后，校领导在工作上给予她大力支
持，在生活上给了她细致入微的关怀；同事们纷纷仿效，关
心她，照顾她，张老师感动地说：我没有为党、为人民做出
什么贡献，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深厚的爱。谁说我没家？
我的家就在华坪，我的亲人就在华坪，我的爱也在华坪！为
了回报华坪人民对我的厚爱，我愿为华坪教育的再度辉煌献
出自己的生命。

张桂梅的演讲稿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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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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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梅的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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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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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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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