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汇
总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一

李桓英曾是联合国卫生组织雅司病技术专家，有着在缅甸、
印尼等国家农村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但至于麻风病的研究，
无疑是个全新的课题。

在苏北濒临长江的麻风村度过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桓英查
阅了有关麻风病的最近国际杂志和重要文献，也找出了当时
麻风病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显然，麻风病的存在史，就是一
部摧残人类的罪恶史!

麻风病，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病种，早在埃及建造大金字塔之
前就开始祸及人类了。在中世纪的欧洲，患者不但要身系一
个铃铛，还要躲到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在我国，麻
风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惨
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20世纪初，据说广州一个军阀，
把300多麻风病人集体召集来，说是请他们吃饭，然后在白云
山枪决了。

我们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麻风病却跟随了我们3000多年!而
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又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

“麻风病的历史是该完结了!或许自己就是为其敲响丧钟的医
疗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掩卷沉思，李桓英心中除了沉重，也
升腾着开创历史的坚定与豪迈。



是啊，千百年来麻风病一直被人们视为仅次于梅毒的脏病、
丑陋病，避之唯恐不及，你一个留洋的娇贵女性居然与它纠
缠到了一起，真是傻到家了!

面对纷纷议论，李桓英却总是淡然一笑，心中一个声音却是
越来越响：“医不讳病，治病救人是天职，麻风病即便比恶
魔还恐怖，我也要和它一斗到底!”

李桓英了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
究用多种抗麻风有效的新药的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
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没有限定疗程。也
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试验结果做依据，就能拿到那些新药。
对缺医少药的医疗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为了尽早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药品的支持和试验项目，
改革开放刚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桓英，
立即开始在我国西部几个省找试点，在云南省卫生厅的推荐
下，初步把治疗地点选在西双版纳。她准备通过试探性观察
疗效，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再扩展试点到我国麻风病较多的
云贵川，一定要做到有绝对把握。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二

从57岁至今，李桓英的人生都给了麻风病研究。是她，让麻
风病变成可治疗的普通疾病;也是她，让麻风病人从“鬼”变
回了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麻风病研究的道路上，98
岁高龄的李桓英还在继续前进。

1958年，留学美国的李桓英只身辗转回到中国。“新中国刚
刚成立，一切还百废待举，正是急缺人才的时候，作为中国
人就应该回来。”她婉拒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约邀请，甚至还
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
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
的恐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
人绕道而行。

李桓英不怕，她大胆创新，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
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短短几年，肆虐数千年的麻风
病魔成了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全国麻风病人从11万人降
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
准。

1994年李桓英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1996
年，她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
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
治疗行动”，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以前人们对麻风病怕得要命，我就不信那个邪，就要和这
种错误观念斗。”李桓英用自己做试验：病人家的水她仰头
就喝，饭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拉着就长时间不
松;遇见病人，她总是拍拍肩膀，摸摸鞋里有没有沙粒……麻
风病患者说：“麻风病把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是李教授把我
们从鬼变回了人”。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三

3月7日20时19分，“闪亮的名字——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
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cctv-10)首播。仪式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社会公开发布2022“最美巾帼
奋斗者”先进事迹，10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获“最美巾
帼奋斗者”称号。其中，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儿科主任
路生梅榜上有名，成为陕西唯一获此殊荣者。



节目以讲述故事、现场访谈、获奖感言等形式，先后发布
了10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感人事迹，对路生梅事迹的介
绍主题为“用一生守一诺，以‘梅香’暖一城”。她的获奖
感言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内心都要繁花似锦，有方向，
有目标，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生长在北京的路生梅，带着“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理想，于1968年来到佳县人民医院工作，并坚守贫困
地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53年，用赤诚的医者仁心守护着革命
老区人民的生命健康，超额兑现了自己“为党工作50年，为
佳县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

据了解，路生梅于2021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今
年又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此外，她还获得全国道
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诚信之星、中国好人等荣
誉。

本次发布仪式以录播形式播出，首播期间在学习强国、央视
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了同步直播，还将于3月8日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cctv-1)重播。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四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童年时候，她曾跟随父母在德
国柏林一起生活，看到了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1957年，她
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签5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家人，
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
国。这一年她37岁。从此，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祖国无
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悔当初的选择，无数
次的亲情召唤都没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20__年8月20日，中国医师节之际，中宣部将“时代楷模”称
号，授予这位百岁的世纪老人、“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年轻的”共产党员。

“当时的新中国还在成立初期，一切都百废待兴，正是急缺
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过我国导弹专家
钱学森，当知道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着很深的触动。
那时的我已经30多岁，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
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
忆道。

1978年，李桓英接到国家交给她的任务，被调到北京友谊医
院，在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
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于她而言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
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
症”，因病致残的麻风病人也一直备受歧视。过去世界上很
多麻风病人被隔离就算是好的，不隔离可能就面临着被活埋、
被烧死、沦落到无家可归等情形。“因此，说起麻风病，人
们往往谈之色变，深入工作中，我也深感麻风病人遭受的疾
苦。”

记得1979年到云南省的麻风村做实地考察时，李桓英见到了
好几个年轻的麻风病姑娘和她们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她们
本能够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每天身心都遭受着
痛苦与折磨，眼神里也透着绝望。“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
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而根据
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李桓英深知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
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
之歧视。”

当时，李桓英已年近花甲之年，但她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
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
完成，但缺乏临床试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品支
持和实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在李桓英的办公室有一张云贵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



角旗，那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根据中国麻风治疗标准，她
和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一道，前5年按每月观察1次，之后每
年调查1次的频率坚持调研，前后达15年之久。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麻风寨的麻风病防
治研究工作开始了。“我们皮防站的两位同志在全县范围内
历经三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老鼠咬了
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这不仅使
我们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大家也决心要治好这
里的病人。”随之，李桓英把有关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
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得以实施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
目，并收到了世卫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及车辆等物资。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五

麻风病，在人们眼中，比死神还可怕、比魔鬼还狰狞，刀建
新别无选择，为了不让可怕的疾病传染给其他人，他选择了
离开工作岗位和与妻子离婚，尔后住在偏僻荒凉的麻风
寨——一个由麻风病人及其家属过河开荒，在原始森林的脚
下自我隔离组成的村寨。

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刀建新没忘交纳党费。他心里清楚，这
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交纳党费了，却发现，自己无比虔诚
伸出去的手始终没人接应。他猛然醒悟了：自己现在已
是“魔鬼”附体的人了，同事们虽然非常同情自己却不能不
防范。

刀建新在麻风寨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初，李桓英带
着最好的春节礼物，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物(联合化疗)来到
麻风寨，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刀建新和全寨所有麻风病患者
均被治愈。1990年泼水节这天，麻风寨摘“帽”后被州委更
名为“曼南醒”，刀建新为第一任村长。曼南醒，在傣语中是
“新生”的意思。



这一年，随着李桓英防治麻风病经验的不断推广，中国的防
治麻风病事业终于揭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李桓英就这样给
中国医学界留下了最初一抹记忆!

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同
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她被推荐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
第一批官员。由于工作出色，1958年世卫组织又对她提出续
签5年合同的聘请。

然而就在这时候，李桓英毅然选择了回国：“我的祖国现在
仍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医疗事业更是急需发展，我身
为她的儿女理应尽微薄之力……”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六

春到武陵山，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长兴堡镇白果村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平地、锄草，准备种下用于染布的
植物。

“今年要在原有500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增加到2000亩。”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松桃苗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石丽
平信心十足。

致力苗绣传承20余载，石丽平的足迹串联起贵州大大小小的
苗寨。从第一次进村入寨组织培训，应者寥寥，到如今培训
绣爷绣娘2万余名，她不仅将指尖技艺化为脱贫力量，更以苗
绣精神激励乡亲们追逐美好生活。

从乡村到城市，新时代，处处涌动着“她力量”。

“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这是江苏
省南京市仙林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金娣的工作方法。



群众眼里，她是做了五次手术背着治疗仪还在谈工作的“铁
娘子”，她是敢为敢闯、敢挑重担的基层党组织的“主心
骨”。13年时间，她将一个28万人口的街道凝聚成团结友爱
的大家庭。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一
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织密建强基层组织体系，不辜负组
织和老百姓的重托。”孙金娣矢志不移，初心不改。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七

身处我国重大传染病突发疫情处理的前哨近40载，中国疾控
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的科研，仿佛永远迫在眉睫、
如履薄冰。

新冠感染疫情暴发后，武桂珍始终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
迅速确定病原并主动与国际社会共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为
全世界的诊断试剂设计、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病毒溯源等
疫情防控工作赢得宝贵时间，为全球抗疫作出绝对的中国贡
献。

在危急的关头顶住压力，用科学的力量守护希望，也在技术
应用的路上砥砺前行，让科学的成果助力生产。

开发出电石渣制水泥工艺，使我国电石法聚氯乙烯成为行业
主流工艺;研发出全系列聚氯乙烯树脂，填补了市场空白……
从一名普通化工技术员成长为全国化工行业女专家，新疆天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晓玲先后攻克30多个制
约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获270件国家专利。

“我一直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每一个岗位上努力完成自己
的职责和使命。”扎根西北边陲30多年，宋晓玲的追求从未
改变。



她们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也用技术赋能美好生活。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八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路生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我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佳县的
病人一拉线，我就会回到他们身边”。75岁的她，从退休那
天起也没有休息下来，一直在为找她寻医问药的人做着义诊，
兑现着对佳县人民的新承诺：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浩浩荡荡的黄河水奔流不息，一夜沉寂的佳县古城在雾气缭
绕中苏醒过来，初冬的晨曦帷幕徐徐拉开，街道上逐渐喧嚣
热闹起来。75岁的路生梅像往常一样，上坡下洼，步行穿过
整个佳县县城，她要从最南边的家到最北边的医院去。每周
有三天时间，她要在佳县的两个医院进行义诊。

一路上，路生梅总能碰到不少熟人，面对大家的.热情寒暄，
她用独有的京腔、偶尔夹杂几句佳县方言一一回应着，这个
生活了51年的小城，早已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只要病人有需要，路生梅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看到病人痛苦，
她比病人还着急;看到病人满意，她和病人一样高兴。就连自
己不到20平方米的家也早已变成了她的义务诊所。很多病人
多次找她看病都是免费，很是过意不去。

不缺钱，是因为路生梅对于生活要求很低。51年间，她耐得
清贫，在佳县没有置办过房产，居住的窑洞还是工作之初县
卫生系统分配的家属院。家里的物件都有年头了，最大件的
组合衣柜也是30多年前手工打制的。这个家极为朴素，却被
她收拾得一尘不染。

对自己的生活，路生梅总是再三节俭做减法;而对病人，她做
的更多是加法，千方百计为他们多想一点，让他们的花费节



省一点。工作31年、退休义诊20年里，只要是找路生梅看病
的，拿到的都是便宜的药、适量的药、管用的药。

路生梅用医者仁心和精湛医术，赢得了佳县众多父老乡亲的
好口碑。这些年，慕名追逐她的人也很多，但即使面对民营
医院每年20万元的高薪聘请，她也没有动心过。她对名利看
得很轻，这么多年的目标只有一个，在最需要自己的地方竭
尽所能治病救人。

当年，从路生梅面对着鲜红党旗庄严誓言的那一刻起，她的
生命就有了信仰。她把信仰深扎心底，为信仰不懈奋斗。

路生梅说：“我们那一级的163名同学，自始至终到祖国分配
的那个地方原地不动的，恐怕只有我一个。去年我们佳县县
委专门为授予我共产党员标兵开了一次干部群众大会，我觉
得是一种鞭策。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医生，
治病救人没有退休年龄。所以就这么干吧，如果说没有其他
意外的情况，我想我会继续在佳县待下去，争取做到‘生命
不息，服务不止。’”

最美巾帼奋斗者事迹材料医生篇九

陈__，19__年11月出生，__社区工作者，__社区妇联执委。

她，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一个普通丈夫的妻子，尽心尽力
地照顾着家庭；她，是一名军嫂，无怨无悔地支持丈夫的工
作，承受着聚少离多的思念；她，也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把满腔热情化作对社区工作的
热爱与奋斗。

在社区主要负责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工作，她先后筛选居民
信息上千余条，通知、组织并统计居民接种疫苗信息3800余
次，这项工作任务艰巨且迫切，容不得半点疏忽，她经常放



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打电话通知居民进行疫苗接种，向居
民细心讲解新冠疫苗接种知识，提高社区居民对疫苗接种的
正确认识，保证辖区居民应接尽接。

作为__社区妇联执委，她主要职责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
通过开展妇女权益教育知识讲座，引导广大妇女增强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团结和动员妇女投身参与社会发
展，维护广大妇女的权益。

今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疫情反扑来势汹汹，防疫任务艰巨，
作为社区“两委干部”，妇联的执委作 文 ，她在关键时刻
主动请战，挺身而出，把5岁的孩子放在自己的父母家里，搬
到社区住，第一时间奔赴新冠疫情防控战场。

她带领着所负责辖区的妇女骨干，一轮接一轮的全民核酸，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穿上防护服，逐个楼栋组织居民下楼核酸，
每天做完全员核酸，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单位整理一天核
酸人员名单，确保不漏一位居民，每每完成一天的工作，已
经是深夜凌晨，第二天还要开始新一轮的核酸……她常说，
居民的事无小事，要把居民的每件“小事”当大事来办才能
打通暖心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她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站
在了防控疫情的第一线，从“军嫂”成为“逆行者”，她将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心头、护在身后。她说“老公
在前线保家卫国，我在社区防疫一线保卫居民安全”。

作为一名社区妇联执委，她始终把妇女权益放在首位，切实
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
康水平，更好地支持妇女权益，切实为妇女群众排忧解难，
为妇女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