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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模板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述职报告篇一

**镇**村党总支**支部党小组长**，今年已经**岁，但作为
一名老党员和镇党代表，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以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新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中，彰显了党员的先锋本色。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后，**在村疫情防
控小组的带领下，日夜坚守在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第一线，
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努力克服条件简陋、生活不便、身体
疲惫等诸多困难，全力以赴开展疫情宣传、卡口封堵、消毒
灭源等各项工作，年近60岁的他，连续多日的工作，身体有
些疲惫，但他依然坚持在一线，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员无私奉献的情怀，彰显了担当有为的
党员先锋本色。以身作则，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本色，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精心组织，靠前指挥，以
身作则，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群众由衷地说：“在关
键时刻，还得靠党的组织。”组织党员对村组进行地毯式排
查，了解外来人口，对来自湖北省各市、特别是疫情爆发最
严重的武汉返乡人员和车辆进行劝返、宣传和登记，确保及
时掌握、及时处置，充分发挥了党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的精神，为稳定我村防控形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实，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甘愿冒着被病毒传染的
风险，冲在一线，向群众宣传疫情形势的严峻和自我防护的
重要性，他们不分日夜，不畏辛苦，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
光，只因他们的名字叫“党员”，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
务!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述职报告篇二

李兰娟，女，1947年9月1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感染病(传染
病)学家、中国人工肝开拓者、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在抗疫第一线，最值得让我们关注的，是这位70多岁的老人
李兰娟院士。我们从她的身上，深切感受到科学严谨的研学
精神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她也是连夜赶往武汉，投入到这场前途未卜的战“疫”中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江应安：“7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
是不分昼夜，她凌晨4点下火车，吃过早餐就接着开会。各个
医院的专家、基层的管理者都要见面，把她对疾病的认识告
诉我们。我感觉，这个老太太，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

这位由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
级别专家组成员，正以最饱满的情感和对人民健康负责的责
任心投入到抗疫最前沿，在他的不断发言中，我们看到她和
她的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据初步测试，在体外细胞实验
中显示：(1)阿比朵尔在10～30微摩尔浓度下，与药物未处理
的对照组比较，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达到60倍，并且显著抑
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2)达芦那韦在300微摩尔浓度下，
能显著抑制病毒复制，与未用药物处理组比较，抑制效率
达280倍。她建议将以上两种药物列入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在抗疫第一线，70多岁的她忘我工作，每天只休息三个小时，
当有人担心地问她时，她却淡然地说：“没问题，放心好了。
家里人都担心我，其实我身体还是蛮好的。”我们用别的什
么语言赞美她已显得苍白，只有在内心默默地为这位奋战在
抗疫第一线的白衣天使和她的团队致敬。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述职报告篇三

***老师是**小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同时兼任卫生保健，政教
处干事等职责。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形势严峻，全国
上下，万众一心，全力防控。大家都宅居在家里，但对于*老
师来说，忙碌却成为她记录这个春节这个加长版寒假的特殊
方式!

***，一位及其尽心尽力的教师。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保
持高度的责任感，每天时刻关注卫生保健等工作群的文件通
知等，并仔细研读，迅速传达各项指令。按照上级指示，迅
速收集汇总各种信息，按规定时间上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
件事就是利用微信群督促全体师生量体温，汇报健康状况，
汇总信息，当有老师或者班级没有上报健康信息时，李老师
会先用微信提醒，微信无回复时，再打电话进行询问。无论
是日常的疫情汇报工作，还是半夜的紧急通知，她都能第一
时间做出回应，积极认真落实到位，就这样开启了手机不离
手的日常。她说：“防疫工作是大事，全校师生的健康也是
大事”，朴实无华的语言，却透漏着一位平凡教师的教育情
怀和家国担当。

由于疫情的影响，开学时间推迟了，为了在疫情防控期间最
大限度的避免疫情对学生的影响，***更忙了。除了每天的信
息汇报工作外，她又要承担起教研室发起的视频录制工作，
需要提前录制10个课时的英语视频课和10个课时的课前导学
案和课后作业，有时会忙到深夜，确保按时上交。自市“空



中课堂”开播后，李老师又要每天辗转于自己的班级群，为
学生们亲自设计了课程表，并每天上课前提前通知学生准备
好学习用品，按时上课。和孩子们一起听完课后会在微信班
级群提示学生学习要点及补充课后作业。为了高效掌握学生
的作业情况，她及时从网上选了“每日交作业”的小程序方
便学生查看并提交作业，并及时公布作业上交情况，对每位
学生的作业进行评分，并形成优秀海报，这不仅对认真完成
作业的同学是一种鼓励，更是为自律性差的孩子做了榜样。。
。。

同时，***还是一位两个娃的妈妈，一位学前娃的家长，李老
师每天配合孩子的老师完成各项信息上报工作，她以身作则，
做孩子的榜样，因为心中有爱，因为心中有责，她用实际行
动，全身心的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述职报告篇四

春节是个阖家团圆的喜庆节日。然而，今年春节，却打响了
一场战“疫”——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
暴发于湖北武汉的疫情，成了全国都在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
题。要打赢这场阻击战，肯定少不了默默辛勤付出的人们。

这里，我要致敬的人，就是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他
们中，有再次“为民出征”的84岁高龄的钟南山爷爷和73岁
的李兰娟奶奶，还有许多不知道姓名的好医生。

医生是一份职业，但在这场战“疫”中，更是一种使命。我
想说：“你们每天工作到很晚，甚至24小时都在工作。有的
连喝一口水的时间也没有，因为那时生命是以秒为单位的。
可能因为你喝水的那几秒，一个生命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所
以，你们必须像长江、黄河那样一直不停地奔流，才有可能
挽救一个又一个生命。这说明，你们是一群在跟时间赛跑的
人!”



一直坚守在战“疫”一线的李兰娟奶奶说：“什么是医生最
大的快乐?看到那么多病人得到救治，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更想说：“你们放弃了和家人的团聚，而选择了做
一个好医生，选择去靠近病人，更是选择了帮助祖国。你们
是祖国的骄傲，祖国为你们自豪!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先进事迹简报

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个人述职报告篇五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以我要将
有限的生命奉献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驰援武汉，是这些平凡的英
雄，为国人坚定了必克疫情的决心，为城市注入复苏的力量。
武汉?英雄的城市，中国?英雄的国度。

战“疫”英雄志

有一种勇敢，叫李兰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位73岁
的女院士毫不犹豫地奔向战“疫”第一线，率先提出武汉封
城。眼下，她正和她的团队在疫情一线不停奔波。这也是
她2003年与非典、2013年与h7n9作搏斗后，又一次奔赴
战“疫”最前线。

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绍兴籍著名传染病学专家。

战“疫”不成功就不撤兵



在战“疫”打响后，李兰娟一直奔波于前线：

1月18日，受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委托，她与钟南山院士等一
行6人抵达武汉，听取了武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查看现场。
在武汉，李兰娟作为国家级专家，提出了对疫情的判断，尤
其是武汉要采取“不进不出”措施、冠状病毒感染要作为乙
类传染病甲类管理等重要建议。

1月20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兰娟
和钟南山参加了会议。会上，李兰娟就加强疫情防控与救治
等提出具体建议。

1月22日，她向国家建议武汉必须严格地封城。次日上午10点，
武汉市就实施了这一措施。

1月22日，凌晨2点，她连夜从北京赶回杭州。早上8点，她准
时出现在医院的门诊病房为患者看病。

1月24日，她再次赶赴北京，参加科技部召开的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研究的会议。当晚也就是除夕夜9点多，她从北京返
杭，年夜饭是在机场吃的一份水饺。

1月25日大年初一，每年春节一定会抽空回家乡和亲属团聚的
她，今年这顿团圆饭才吃了1个小时，全家人就匆匆赶回杭州。
夏履镇党委书记、镇长前去拜访，在交谈的半个小时里，李
兰娟院士三句话不离疫情。

从李院士的行动中，我们能感受到，抗击疫情刻不容缓。她
与病毒在赛跑。往年春节，李兰娟院士一般都要在老家住上
几天，今年很特殊，吃完团圆饭后，就又去为疫情奔波了。
还再三叮嘱，叫家乡人民小心病毒，做好防范工作。

2月1日，国家卫健委授命浙江省派专家组驰援武汉。作为发
起人，当天中午，李兰娟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出征仪式上。每



天都在长时间地工作的她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当前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进入关键期，危重症病人抢救更为
紧迫!浙江在抗击h7n9时，创建了一个‘四抗二平衡’的浙
江经验，这次我们将把这个经验用到武汉的危重病人抢救中
去，希望能够救治更多的病患!”

接到上级指令后，出征的医护人员于2月1日中午12点多才接
到紧急通知。此次驰援武汉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中午12点多，李兰娟匆忙回了
一趟家，简单收拾了一些随身行李。下午2点15分，她回到医
院，和队员们汇合，准备出发。

“在李兰娟院士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尽心尽责和满腔
热情。”

平时，李兰娟院士周一要在浙大一院坐诊，周三要在医院坐
诊，她把很多时间给了工作，给了病人。在出征仪式前，上
午李兰娟院士还在病区开会，讨论病人救治方案等，中午就
准备前往武汉了。

2月2日凌晨4点40分，由上海南开往重庆北的列车停靠武昌站，
李兰娟院士带领的医疗团队抵达武汉。稍作休整后，李兰娟
院士就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开始对接工作。李兰
娟带领她的团队，与来自浙江、四川、辽宁等地的援汉医疗
队医护人员一起，共同商讨诊疗方案。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场战役不成功，我们就不撤
兵!”

把危重症病人救回来

1986年，李兰娟开始带领团队进行人工肝研究。历经10余年
的辛勤钻研，李兰娟及其团队终于创建了一套独特有效
的“李氏人工肝系统”，开辟了重型肝炎治疗的新途径，并



于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希望把危重症病人救回来，让危重症病人的病死率下降，
这也是我这次申请去的重要原因。”李兰娟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号角早已吹响。在这场没有人可以置身
事外的人民战争中，涌现出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李
兰娟是其中之一。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消息曝出，北京震动、全国震动、世界震
动，李兰娟和钟南山一起，受国之所托，逆行武汉考察疫情。
多年的经验让李兰娟感受到事态之严重，她向武汉政府提
议“不进不出”。随后，她果敢地向中央建议“武汉必须封
城”。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那天起，她的万千关切集中于病患、防
治和不断变化的疫情、疫情、疫情。她，一个73岁的老院士，
却坚持带队去驰援武汉。

李兰娟院士!你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时代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