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模范事迹报告会(模板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
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模范事迹报告会篇一

他奋斗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自己却两
手空空而去，而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
一辈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后的霞光，化为家乡大亮山上
永恒的春天。

他，就是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每次听到杨善洲这个名字，我都会被他恪守信念、清正廉洁，
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和共产党员始终如一的高尚情操深深打
动。俗话说：“一个人一生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都做好事”。“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
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
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对杨善洲的评价。
杨善洲同志用一辈子的时间，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
无比热爱、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为我们竖立起了一座不朽的.
精神丰碑。

和群众义务植树造林22年，建成了5.6万亩、价值超过3亿元
的林场，并无偿交给国家。杨善洲同志的这种平凡而又惊人
的义举深深印证了“随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的铮



铮誓言。

树立远大理想，是照亮青春岁月最灿烂的阳光。杨善洲同志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正激励着我们新一代大学生村官胸怀
祖国、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奉献社会，发展农业、促进和
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作为一名走进基层的大学生村官，杨善洲同志的事迹给了我
最大的启示：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村里工作，都要一致用心
对待，踏实苦干，努力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尽量的
弥补自己的不足，在最基层的岗位上挥洒青春，奉献热情。
从我选择做一名大学生村官开始，就意味着接受了艰难困苦
的考验，选择了自己的追求，就意味着我要无怨无悔地拼搏
下去。

农村工作，岗位很平凡，但这个平凡的岗位同时也是个大舞
台，是施展才华的练兵场与历练人生的大学校。农村就是我
的工作单位、农民就是我的服务群体、农业就是我自己的事
业。杨善洲谦虚谨慎、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精神时刻都激
励着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要甘当小学生，积极地向村
干部学方法、向党员学奉献、向群众学做人，从最基本的小
事做起，深入基层了解掌握村情民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及
时化解所在村的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通过各种机会锻炼提
高，培养处理村级事务、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村官，我们要以杨善洲同志作为一面镜子，
像

他一样扎根农村基层，与农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在繁荣
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今，了解农民的苦与乐，读懂他们的期待后，杨善洲“无
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理想信念已成为了我的追求，我要用
青春岁月的实际行动来诠释自己“服务三农、造福百姓”的
信念，要让自己的青春在基层工作中开出绚烂花朵。在扎扎



实实的工作中，虽然我不能为老百姓亲自刷一面墙，挖一片
地，上一片瓦，盖一间房，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用智
慧带领老百姓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是我的责任，我希望通过
不断地努力，在自己的“大亮山”上也能为老百姓留下一片
青山绿水。

杨善洲同志用他的生命书写了“奋战一线、服务基层”的华
丽篇章，“向杨善洲同志学习”这不仅应该是一句创先争优
的口号，更将成为我们大学生村官践诺杨善洲精神的实际行
动。在今后的工作中，让我们时刻以杨善洲同志为楷模，以
身边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真正做
到“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同时要树立无私
为民的价值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
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向杨善洲学习，活出青春的风采，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村
官”是我坚定的信仰，也是对理想的追求；是平凡的细节，
也是辉煌的人生；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闲适从容，更
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荡气回肠。

如今，杨善州老书记走了，他为官一生清贫去，留下身后青
山绿，他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将激励着我们永远去追寻！

模范事迹报告会篇二

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曾担任保山地委领导近20年的地厅级
干部，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
心为民，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
何报酬”的承诺，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
义无反顾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艰苦创业，一干就
是22年，建成面积8万亩，价值1亿多元、完全成材后价值可
达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他，就是原保山
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



我是在《蓝天访谈》的节目中认识杨善洲同志的，这位面容
清瘦、身穿中山装、精神矍铄、语言朴素的老人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荣膺“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
化奖章”、“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全国老有所为
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学习了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后，
我深受感动。

他有着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当权”多年没有为小山窝里
浑身尘土的妻子孩子们捞上一本“农转非”户口，曾有工作
人员主动为他的妻子制作了“农转非”报告，但被他坚决卡
住。他也没有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他常对家里人说：
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行。当记者问起杨
老书记现在的生活情况，为何谢绝到省城生活，为何不接受
县委、县政府奖励他的10万元时，杨老书记这样说道：“我
过得好的，有吃的，有穿的，我过得很好。”多么朴素的话
语啊，正是这朴素的话语，集中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
品质，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恪守信念，一心为民，忘
我工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始终如一
地践行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地发挥了老有所为
的奉献精神。

他说：“我为的不是钱，我上山种树尽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义务和责任，图的是家乡变绿，百姓得利、国家受益，个人
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21年过去了，杨老书记建成了7.2万亩林场，价值过亿元。12
月，杨善洲将林场无偿上缴国家，施甸县委、县政府要奖给
他10万元，但他坚决不要。

12月，保山市委、市政府给予杨善洲20万元一次性奖励，5
月5日他向保山一中捐款10万元，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在物欲横流的二十一世纪，到处充斥着追求房子、
车子、票子的人生价值取向，我们不得不感叹杨老一贯的精
神世界，低标准、为他人多付出就是幸福。杨善洲同志用毕



生精力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忠贞不渝地坚守了
一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一辈子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
位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私情所累，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的公仆本色。他这种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真正体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0月13日上午，杨善洲的骨灰从保山送回家乡施甸县姚关镇
陡坡村。

中午12时30分左右，载着杨善洲骨灰的灵车，开到了施甸县
姚关镇陡坡村路口，这里距离杨善洲的家，还有近500米路程。
路口周围都是人，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目送着杨善洲的
骨灰盒慢慢送进他家的小道。小道两边也都站满了人，人们
默默地迎接着老书记的归来。

自发前来悼念杨善洲的当地群众说：“我们这些老百姓不能
忘记老书记对我们的恩情，是他植树造林为我们架设水管、
接通了电，修通了道路，这样一位大好人，再远也要来看他
最后一眼!”

10月14日中午，一支护送着杨善洲部分骨灰的车队2缓缓驶向
大亮山。

就在车进入林场范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
高大的辕门立在路上方，辕门上方是“沉痛哀悼杨善洲同
志”的横副，两边是一副挽联：“举世吊英灵呜呜秋雨哭书
记;神州垂典范湛湛青山慰国魂。”过了辕门，在距离安葬地
点7公里的路两边，每隔15米左右的树上都对称地挂上了洁白
的花朵,到安葬地点后才知道，所有这些白花是林场的职工们
天还刚亮就开始忙碌的结果。

“那是为老书记引路的，怕他老人家回来的时候迷路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和老书记共事了多年的林场工人已
经泣不成声。



这无疑是广大群众对他廉洁奉公、全心为民一辈子做出的诠
释，也是对他22年辛勤劳作，铸就绿色王国的最真挚的感激。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者，我们应该将老书记的精神落实在自
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刻苦学
习，不断创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为党的事业
甘于奉献自己的一切。执着总有收获，任何时候人格最重要，
钱财身外之物，恪守“人格重如山，名利淡似水”的人生准
则是我学习的目的，并将之作为人生的信条。

模范事迹报告会篇三

20xxx年，交通运输部以我们一位普通邮车驾驶员的名字将康
定至德格邮路命名为“其美多吉雪线邮路”。在这段全长604
公里的邮路上，沿途要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最艰
难的是翻越主峰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其美多吉就在这条路
上跑了30年，只为将每一份信任与爱的邮件送达。

其美多吉今年56岁，19xx年进入邮政企业。30年来，其美多吉
平均每年行驶5万公里，行车总里程140多万公里。他圆满完
成了每一次邮运任务，从未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

过去，雪线邮路是一条距离死神最近的路，车辆的每一次换
挡、加速、转向都是在与死神博弈，而且艰险的不只是路况，
劫匪和野狼也时常威胁着驾驶员的安全。但其美多吉
说：“没有邮车翻越不了的高山，没有我们邮车驾驶员克服
不了的困难。”

20xx年以来，其美多吉多次进京，代表雪线邮路接受荣誉，
他感到非常自豪。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并在去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美多吉说：



“我是一个地道的康巴人，懂得感恩，我要听党的话，跟党
走!”

“时代楷模”其美多吉是邮政战线的一面旗帜，我们要以他
为榜样，甘当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坚定不移地弘扬“两
路”精神，保障邮路畅通，使这条路永远成为民族团结之路、
文明进步之路、共同富裕之路!

雪线邮路是我一生的路

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长途邮车驾驶员、驾押组组
长 其美多吉

在我年幼时，家庭十分贫困，初中没读完，我就回家干农活
了。18岁那年，我买了一本汽车修理的书，慢慢琢磨着学会
了修车和开车，因此，我在19xx年被选中成为德格县第一个
邮车驾驶员。

10年后，单位把我调到甘孜，跑甘孜到德格的邮路，这是我
们甘孜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邮路。这条路，大半年都被冰
雪覆盖，我们每一个邮车驾驶员都被大雪围困过。被困山上
时，为了取暖和驱赶狼群，我们只有生火。我们始终坚信，
人在，邮件在。紧急情况下，除了邮件，什么都可以烧，最
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备胎和货箱木板都拆下来烧过。

在邮路上，孤独是最难受的，特别是临近春节，更为想
家。30年来，我只在家里吃过5次团年饭，因为我知道，乡亲
们渴望从我们送去的报纸上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盼望亲人
寄来的信件和包裹。

30年来，我从邮车和邮件上，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
化。我的邮车从最开始的4吨，到今天的12吨;邮车上装过孩
子们的教材和录取通知书、报刊和机要文件，还有堆积如山
的电商包裹，我知道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



望。

20xx年5月和2017年4月，我两次到首都北京，代表康定至德
格邮路车队领取奖牌。今年，我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
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感到无比光荣。

跑了30年的邮路，虽然寂寞、艰辛，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从
来没有后悔过。雪线邮路是我一生的路!

模范事迹报告会篇四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
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
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流传于滇西保山市施甸
县的民谣，不仅唱出了当地群众对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
善洲的敬重，还生动地向世人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60年如一
日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当一个老人悄然离去，魂归故里，去拥抱属于他的那块热土、
那座青山时;当胡锦涛牵挂他、肯定他、全国各地在称赞他、
学习他时;当人们触摸着他栽下的树，望着他披绿的林海时;
当人们走进他栖身的油毛毡棚、掂量着那简陋的栽树工具
时……。这些无不引发我们太多的思绪。

一切的一切只因为杨善洲老书记的于人之大诚，于党之大忠，
于民之大爱，这些也成就成就了他的大善，而他的这种大善
是骨子里固有的，更是后天在实际工作熔炼出来的。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
师的我们更要在日常教学中发挥模范、表率作用，注意自己
的行为举止，言谈风貌。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起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
做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
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



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孩子才会“亲其
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

关心、热爱孩子是教师最基本的天职。在活动中，以尊重孩
子、热爱孩子为出发点，坚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
切，为了一切孩子”，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导，使孩子
们愉快茁壮地成长。

总之，只要每位教师都负起应负的责任，遵循教师规章制度，
多奉献一点爱心，像善洲老书记一样，甘于清贫，经受考验，
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切都将美好起来。我坚信只要承担了我
所承担的责任，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模范事迹报告会篇五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针对党内大量存在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现象，以解决作风问
题入手，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杨善洲同志在
为民务实清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务实是他的工作作风，
是他的优秀品格，他的一生政绩就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
的。如何发扬杨善洲的务实作风，结合自身和工作实际，有
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学习杨善洲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推动科
研转型中，发扬务实的作风

社科事业是党的事业，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学习杨善
洲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做好各项工作。务实的基础在于求真。要规划一
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发展，首先要非常了解实情，把握存在
问题的真实性、解决问题的环境和条件，才能确定符合实际
的发展思路和目标。社科院从性质来看是务虚的机构，怎样
做到务实，怎样发挥好智库的作用，我们提出通过建机制，
促开放来进一步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使科研工作进一步从基



础研究为主向有学理支撑的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转变;从
单纯的理论研究向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转变;从满足自身爱好
的研究向为党委政府和社会服务的研究转变。更加注重研究
云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
性问题，以及有地方特色的理论问题研究。

二、学习杨善洲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创新基
层调研中，发扬务实的作风

务实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和实施群众路线的过程。要有好的
科研成果，好的工作思路和建议，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总结我
院30多年科研经验，优秀的科研成果都是有大量的田野调查
和省情、国情调查支撑的。如：50年代的少数民族大调查，
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做出了贡献;80年代末
和90年代的东南亚研究，推动了gms的合作;90年代的省情调
查，提出了云南“四高四低”的省情特征;90年代末本世纪以
来的孟中印缅地区合作和南亚国情研究，催生出了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的概念。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要进一步转作风，创
新开展基层调研，加强省情国情研究。积极开展周边国家情
势调研，派出科研人员到周边国家，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
资料，获得有价值的调研成果。全院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洲、
市、县联合共建“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基地”的建设，
在我院已有的9个科研与社会服务基地和13个洲市县分院和所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服务基地，启动“智库专家走基层活
动”，力争在新农村建设、兴边扶贫、沿边开放、民族和谐
示范、县域经济、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再出一批创新成果。

三、学习杨善洲反对形式主义、空谈阔论，在正学风改文风
中，发扬务实的作风

针对一些科研人员存在的学习不认真、调查不深入、分析不
到位、研究不透彻，研究成果针对性、时效性、可操作性和
影响力不够、空谈理论等学风问题，我们要求党员、干部精



研理论原文，不能满足于当二传手。坚决防止浮皮潦草、蜻
蜓点水式的学习。要做到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并重，学术创
新力和科研生产力并重，要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上有
所创新，提供有深厚学理支撑和基层实践支持的研究成果。
正学风的关键是增强科研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研业务素
质。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院创建云南智库学习交流
平台以来，已为全院和省直机关提供了有关“形势与政策”、
“理论和方法”、“读书学习”、“基层宣讲”、“青年学
术沙龙”等五大板块的学习交流活动。要进一步完善智库学
习交流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加强社会科学阵地建设，为提升
科研人员素质，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发挥积极作用。

向杨善洲学习，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以艰苦
奋斗、不畏艰难，矢志不渝的精神做好社科事业的各项工作。
前行的路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有为有位”。要把个人的抱负与所从事的社科事业联系起
来，不抱怨、不埋怨，重在实践，贵在行动;身体力行，身先
士卒、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时刻警醒自己，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