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炳添论文(优秀9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他是救援战线上的老兵，具有很强的现场把控能力，是我
们救援的主心骨。”在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二级调研员、
副处长欧阳奇的印象里，肖文儒始终坚持只有下井勘查，才
能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行动才更有效。救援遇到困难时，
他会毫不犹豫地下井找原因。

矿山事故救援是集专业性、技术性、业务性、实战性于一体
的系统工程，要想实现安全救援、科学救援，不仅需要专业
知识，还要有实战经验以及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和竭诚为民
的情怀。

肖文儒也看到，当前我国应急救援领域还存在专业人才稀缺、
科技领域“卡脖子”、人员培训与管理不足等问题。特别
是“在‘全灾种、大应急’要求面前，矿山救援队伍要
在‘一专’的基础上实现‘多能’。从‘救’向‘防’转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

实战经验对于指导现场救援有很大意义。每次有急难险重的
任务，肖文儒会尽量带年轻同志一起参与，让他们长见识、
增本领、强能力。他说，“年轻的同志要多带去现场历
练。”



在路上、在现场，他会抓住每一个“传帮带”的机会，不遗
余力地传授经验、讲解知识、教授方法。国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中心三级主任科员乔天楷说：“跟肖总工出差是我最荣
幸的事，也是我们年轻同志进步的最好机会。”

目前，肖文儒从事矿山救援事业已近40载，很多早年间同他
一起入行的人都改行了，但他还是舍不下这份事业。肖文儒
说：“其他行业有很多人干，但矿山救援需要我，需要我
这30多年的实战经验，我的工作有价值，我愿意倾尽全
力。”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多年一线救援的“火里来水里去”，让肖文儒患上了关节炎。
从事应急救援指挥工作后，又因生活作息不规律、压力大，
造成了他心脏血管95%堵塞，因而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家人
跟他说要注意身体，他却比以前更拼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肖文儒总是将前往现场救援说成去地方
出差、调研几天。做完心脏手术不久，肖文儒又冲到一线。
在电视上看到他憔悴疲惫的面孔，姐姐立马拨通肖文儒的电
话，近乎咆哮地问：“你不要命啦?!”
在肖文儒的办公室里，有一个行李箱，便于他接到救援任务后
“说走就走”。他说：“能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一切都
值得。”轻描淡写的一席话，却让人看到人民在他心里的分
量。
2017年6月，四川茂县突发山体垮塌。肖文儒带领工作组携边
坡雷达赶赴现场，保障救援环境安全。他沉着冷静、精准研
判，带领工作组和当地政府部门人员进入作业区。很多人并
不知道，由于过度疲劳，加之烈日暴晒，他出现了血压升高、
头晕等症状，就着凉水服下药片后，才撑了下去。
“这些年，我最难以忘记的是惊心动魄的事故现场的情形，
最幸福的事是历尽千辛万苦把人救出来。救援很苦很累，但
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人能救出来，一切都值了。”对于这份
事业，他永远保持着冲锋的那股劲儿。



像肖文儒这样连续从事应急救援一线工作近40年的人不多见。
当年参加全国救护大队长培训的同期队友大多已改行换业，
但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专业。他说：“其他行业有很多人干，
但矿山救援需要我，需要我这30多年的实战经验，我的工作
有价值，我愿意倾尽全力。”

第二篇:肖文儒时代楷模优秀事迹心得体会

矿山救援是一项集专业性、专业性、技术性和实战性于一体
的系统工程。要有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坚持科学决
策、安全救援的原则。
在救援队的17年里，肖文儒参与了500多起煤矿救援事故的处
理。他胆大心细，勇于拼搏，培养了过硬的技能，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在处理山西华晋焦煤有限公司王家岭矿透水事故时，肖文儒
先后5次下井指导救援。在救援的关键阶段，他背着呼吸器下
井调查，掌握了第一手信息，与地方政府人员制定了严格的
行动计划，奋战了8天8夜，为成功救出115名被困矿山做出了
突出贡献。
这次救援被困矿工的壮举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世界
矿业史上最令人惊叹的救援之一》《成功书写人类救援》
《中国矿工救援》在世界十大救援奇迹中排名第一》——很
多国外权威媒体都这样评价。
1000多名救援人员连续奋战14天1夜，救出11名矿工——山东
栖霞湖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救援，可以说是中国最困难
的矿山救援案例之一。举棋若定的肖文儒，为这个被称为教
科书式的经典事故救援案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起初，现场指挥部决定安排4个钻孔进行救援。但由于矿岩层
地质条件复杂，有结构破碎带，2号钻孔卡钻废弃。应急管理
部工作组成员肖文如果断向指挥部提出建议——增加国家矿
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的高性能钻机和专业操作团队到现场
救援。
事后证明，这是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举措。原来，13日开
钻的3号钻，钻孔到井下521米时，井底偏移达到7.4米。经过



专家组的充分论证，决定由新调来的大地特勘队对3号钻孔进
行纠偏透巷。这条生命通道于17日13时56分终于打通。
在救援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可谓一山放过一山。由于3号
钻孔涌水堆积在巷道内，工作组建议指挥部启用备用4号钻孔
代替3号钻孔，承担生命通道功能。为了防止4号钻孔涌水，
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巷。
挥部采纳。后来，被困人员转至4号钻孔下方，最终11人获救。
肖文儒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在一次次救援实践中得到有力
印证，他是救援人员心中“权威”的代名词，是新时代科技
人才的突出代表。
在救护大队那些年，肖文儒不断探索实践救援新技术;为实现
更加科学、安全的救援，他38年来不断总结应急救援经验，
参与《矿山救护规程》制定和修订，主编出版了《矿山事故
应急救援典型案例及处置要点》等;为持续发展壮大应急救援
力量，他一次次到基层调研，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特别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建设贡献了力量。

第三篇:肖文儒时代楷模优秀事迹心得体会

这是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救援，也是一次次随时可能付
出生命代价的艰险任务。38年来，肖文儒从一名普通的矿山
救护队员做起，先后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
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余名，在
多起重特大复杂矿山事故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已经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的肖文儒经常深入救援一线，用经验与智慧、职责与使命，
挽救一个又一个生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应急救援与风险、灾害、事故作斗争，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
况和生死考验，是让普通人“敬而远之”的职业。
1983年，21岁的肖文儒从山西省雁北地区煤矿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随后的几次任务，让他真
切感受到应急救援的危险。
一次，原大同矿务局一煤矿采空区着火。身为技术员的肖文



儒冒着接近人体极限的高温，带着队员打密闭墙。井下热浪
翻滚，所有人只能闭着眼睛作业;在之后的一次任务中，他亲
眼目睹曾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浓烟中迷失方向，碰掉氧气呼吸
器从而失去生命。
高温、缺氧、二次爆炸，险情时刻威胁着被困人员和救援人
员的生命安危。肖文儒至今还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一起煤矿火
灾事故记忆深刻。当时，由于通风不畅，煤矿井下积存了几
十吨煤粉的中部巷道发生自燃，身为救护大队副大队长的肖
文儒带着2名队员紧急赶往事故现场。当举起水枪开始灭火时，
他突然意识到，水、火、瓦斯、煤尘等多种致灾因素在井下
受限空间内交织叠加，发生二次爆炸的可能性极大。
“卧倒!”话音刚落，随着水枪里喷射而出的水柱，“轰”的
一声巨响，二次爆炸发生了。提前趴在地上的肖文儒并未惊
慌失措，而是手拿水枪继续灭火。“我知道氧气是有限的，
一直打火就能控制火势。如果当时我停止灭火，可能就牺牲
了。”肖文儒说。
在肖文儒38年应急救援生涯里，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太多。2018年6月5日，辽宁省本溪龙新矿业有限公司思山岭
铁矿措施井井口发生炸药爆炸事故。按照应急管理部部署，
肖文儒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当晚在井口附近指导救援，对散
落在废墟中的炸药、雷管浑然不觉。直到天亮后救援人员清
理现场，他才发现自己被“炸药包”包围了。
教科书式的救援案例
“肖文儒总能在最短时间内作出科学决策和正确判断，是矿
山救援的一张‘名片’。”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管理处
副处长戴其浩说。
2021年年初的山东栖霞市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救援，
被誉为“教科书式的经典事故救援案例”。被困人员处于井
下约600米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见，同时现场地质情况颇为
复杂，钻孔救援难度极高，井下涌水也时刻威胁着被困工人
的生存环境。
起初，现场指挥部决定布置4个钻孔进行施救。但由于该矿岩
层地质条件复杂，不仅有构造破碎带，而且2号钻孔卡钻废弃。
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成员肖文儒果断向指挥部建议――再增调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一台高性能钻机和专业操作团
队赶赴现场救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月13日开钻的3号钻，孔钻至井
下521米处时，井底偏移达7.4米。经专家组充分论证，决定
由新调来的大地特勘队对3号钻孔进行纠偏透巷。17日13时56
分，“生命通道”终于打通。在救援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
由于3号钻孔涌水在巷道积聚，工作组建议指挥部启用备用
的4号钻孔代替3号钻孔，承担“生命通道”功能。为防止4号
钻孔发生涌水，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巷”，被指挥部采
纳。
最终，在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中心的全力指导和帮助下，经过1000多名抢险救援
队员14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救出了11名被困矿工。
始终奋战在一线
38年的应急救援生涯，肖文儒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与
困难，同时也收获了荣誉和感动。有一次，肖文儒带队成功
救出井下被困人员后，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拦住他，“扑
通”一声向他下跪：“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这一幕永远刻在肖文儒的脑海中，让他深深认识到这份工作
的伟大与光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8个沉甸甸的大字，
不仅贯穿肖文儒应急救援事业的始终，而且也是他内心深处
对于人民“守夜人”最朴实的承诺。
“每一起事故救援都很难，但当被困人员被救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心中那种欣慰、喜悦、激动，是做其他行业很难体验到
的。”肖文儒说。
2019年10月1日，肖文儒作为应急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代表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登上“众志
成城”方阵彩车为新中国庆生，当彩车经过天安门城楼时，
他不禁热泪盈眶。
纷至沓来的荣誉和赞赏并没有让肖文儒迷失方向，他仍像刚
工作时那样，奋战在抢险救援第一线。“他始终坚持只有下
井勘查，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方案才更有针对性，救援行
动才更有效。”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
副处长欧阳奇说。



肖文儒说，机构改革后，矿山救援队伍与消防救援指战员共
同战斗，学习了很多，也认识到不足。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很多的坎要迈，“我将始终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坚强意志，担当作为、履职尽
责，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头、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
不畏艰险，逆向而行”。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从山西省雁北地区煤矿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

当时的煤矿井下生产条件艰苦，

大小事故时有发生，

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之后，

年轻的肖文儒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了

矿山救援实战的残酷。

有一次，一个煤矿采空区着火，

肖文儒带领队员们

冒着接近人体极限的高温打密闭墙，

他们披着稻草编织的袋子，

从头到脚全部用水浇透，



抱着砖头来来回回数十趟往火里冲。

眼前是火海，

衣服上却裹着冰水，

肖文儒真正体会到了

冰火淬炼的滋味……

1987年11月30日，

一个煤矿发生火灾，井下热浪翻滚，

在黑暗的巷道中，

队友因为走错了方向，

不幸牺牲在了井下……

这是肖文儒第一次直面死亡，

牺牲的队友是他亲密无间的战友，

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每天朝夕相处。

战友的牺牲，

给他的内心留下了阴影，

然而，短短一年后，

还未从战友牺牲的阴霾中走出的肖文儒



又遭遇了丧亲之痛——

身为刑警的四哥，

因公牺牲，年仅29岁。

母亲坚决反对他继续从事这个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

肖文儒也第一次对是否

继续坚持这份职业产生了动摇。

“怕，怎么会不怕。

经常做梦梦见自己

在救援现场突然坠落……”

可就在他迷茫之际，

一位八十岁老太太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1990年，原大同矿务局雁崖矿

突发井下中央变电站着火事故。

肖文儒立即带领队员深入井下救援，

他们穿过有毒有害气体，

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成功升井后，



有一个老太太见人就问：

哪个是肖队长?

当老太太找到肖文儒时，

立马要给他下跪，

老人哭着对他说：

是你救出了我的儿子!

那时的肖文儒还不到30岁，

那一声谢谢顿时让他悟透了

救援工作的意义，

“如果大家都不干，

那井下被困的那些人怎么办?

那些人背后的家人怎么办?

但总要有人站出来，扛下去!”

逆向而行，向险而奔!

然而，当肖文儒的内心愈发坚定

他就愈发深刻地认识到：

如果没有科学的救援技术、

不仅救不了受困者，



连队友们都将被置于危险之中!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2017年6月24日，四川茂县突发山体垮塌。肖文儒带领工作组
携边坡雷达赶赴现场，保障救援环境安全。他沉着冷静、精
准研判，带领工作组和当地政府部门人员进入作业区。很多
人并不知道，由于过度疲劳，加之烈日暴晒，他出现了血压
升高、头晕等症状，就着凉水服下药片后，才撑了下去。

在救援现场，肖文儒往往一呆就是几十天，风餐露宿、风吹
日晒是常态。最长的一次，他在现场工作了35天。

20_年4月10日18时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
图壁县丰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按照应急管理部部署，肖文
儒于4月11日到达现场，参与抢险救援指挥。住的是帐篷，吃
的是盒饭，直到5月15日，肖文儒才从救援现场撤离。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对于肖文儒的家人来说，是最温馨的
时刻，也是最热切的期盼。

肖文儒的儿子上小学时，一次以“我的父亲”为题，写了一
篇作文。文中，他把对爸爸的思念凝于笔端——“我很少能
看到我的爸爸，因为每天早晨在我起床的时候，爸爸已经离
开了家；每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还没有回来。”

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别人，牵挂留给家人。肖文儒的四
哥是一名刑警，1988年因公牺牲。害怕再失去一个儿子的母
亲，了解到应急救援工作风险很大，曾坚决反对他下井。为
了不让家人担心，肖文儒总是将前往现场救援说成去地方出
差、调研几天。

今年3月，应急管理部党委研究决定，为肖文儒记三等功一次。



“永葆初心，勇往直前，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将个人安危
置之度外，是每一名党员和人民守夜人的真实写照。荣誉属
于集体，属于常年奋战在一线的应急\\救援人员。”肖文儒
说，他会坚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不畏艰难、冲锋在前。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肖文儒，男，汉族，1962年8月出生，山西朔州人，中共党员，
现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他从事
矿山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工作38年，从普通矿山救护队员成
长为杰出的矿山救援指挥专家。他先后参加、指挥和指导矿
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余起，多次冒险深入
灾难现场，在多起重特大事故救援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
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名。他牵头或参与制定管理规定、完
善救护规程，探索救援技术、培养业务骨干，有力提升了应
急救援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为提高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肖文儒同志是应急救援一线工程师的杰出代表，新时代共产
党员的先锋榜样。他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模范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
的冲锋姿态，坚定做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他专业精湛、
本领高强，始终遵循“科学救援、安全救援”的工作原则，
为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始终坚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
人生底色，彰显了党的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为宣
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
予肖文儒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社会向肖文儒同志
学习，以先进模范为榜样，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
取精神滋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积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环境，勇于创



新、顽强拼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梦境中，常常是火光滔天，他，独自一人，穿梭火海边
缘。38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肖文儒参与过多次重特大灾难事故营救：每一场灾难，都是
瞬息万变的战场;每一次救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右眼角
的伤疤，是烧糊的拉链蹭到脸上留下的;变形的关节，是长期
冷热交替埋下的病根……而他，早已习惯，在办公室备好一
只行李箱，随时准备，救人于危难。“我不能离开”700多起
灾难事故救援，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人——肖文儒的手
机里，存着许多他参与过的救援现场照片和视频。他能准确
说出每一次事故的时间和抢救人数。“这些不是照片、数字，
都是一条条人命、一个个家庭啊!”“人命关天”这四个字，
早在30多年前，就烙印在肖文儒心中。1985年冬天，山西省
原大同矿务局雁崖矿井下中央变电站突发着火事故。

当23岁的肖文儒和同事们成功带着被困人员升井，一位80多
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谢谢你们，救了我
的孩子!”老人这一跪，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心上，也永远地赶
走了曾经的犹豫。应急救援工作太苦、太难、太危险了!20世
纪80年代，应急救援人员很多时候是在“赌命”。戴上呼吸
器，披着浇透了凉水的草袋子，应急救援队员要在井下灾区
接近人体极限的高温中工作;浓烟翻腾，他们只能闭着眼睛打
密闭墙，一旦走错方向，或撞落呼吸器鼻夹，后果不堪设
想……一次救援，肖文儒亲眼目睹队友倒在井下。“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这工作咱别干了啊?”肖文儒的脑海中，自己
母亲流着泪的苦苦哀求，和被救者母亲含着泪的重重一跪，
最终重叠成一个声音：“我不能离开。”选择了应急救援，
就选择了与“死神”较量。记不清多少次，肖文儒和队友命
悬一线。“队长，水花打起火花了!”一次，某煤矿井下盲巷
积存的几十吨煤粉发生自燃，形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



高压水枪冲起煤尘，火光瞬间迸发四射。

“趴倒!”电光火石间，肖文儒想到了“二次爆炸”，不假思
索地喊出命令。话音刚落没几秒，爆炸声响彻巷道，火舌瞬
间吞噬了作业空间。趴在地上的肖文儒迅速擎起水枪对准火
点，一秒、两秒……氧气越来越稀薄，一分钟、两分钟……
视线越来越模糊……幸好，火势被及时扑灭。“如果当时晚
趴下几秒，或者没有坚持继续灭火，可能我们就牺牲了。”
肖文儒说。井下二次爆炸，是矿难救援中最大的风险点。而
这样的生死关，肖文儒硬闯了4次。从煤矿瓦斯爆炸到透水事
故，从隧道坍塌到山体垮塌，肖文儒总是向险而奔、逆向而
行。生命至上，只有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行动才能更有效。

多少年来，只要到了事故现场，肖文儒就要背着呼吸器下井
勘察;他曾整晚站在井口附近指挥救援，直到天亮才发现自己
被满地炸药、雷管“包围”;在瓦斯浓度高达4%以上的现场，
他曾两次爬下巷道查看，力排众议调整救援方案。“向前一
点、再向前走一点。”挺进生命禁区的每一次，肖文儒都会
押上“所有的砝码”。因为他相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深处，
还有人等着他带去一束光。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应急救援人员常常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必须争分夺秒营
救被困人员，另一方面还得千方百计确保救援人员安
全。“在救援中，我经常换位思考，假如井下被困的人是我
的亲人，我该怎么办？”肖文儒说，“但是，灾难现场瞬息
万变，救援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否则不仅救不了被困人员，
反而会导致伤亡扩大。”

为确保科学救援、安全救援，每逢关键时刻、紧急关头，肖
文儒总是勇于担当、敢于决断。

2013年3月29日，吉林通化八宝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



故。肖文儒对气体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井下火区燃烧猛烈、
实施封闭必将爆炸的结论，明确提出并建议吉林省政府严禁
任何人下井实施，展现了精湛的技术本领。

矿山事故救援是世界性难题。为什么？救援不能是盲目的，
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既要有专业知识、实战经验，又要有奉
献精神、担当意识，还要有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只有具备
这些素质，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应急救援人员。

时代楷模肖文儒事迹心得体会篇八

肖文儒，男，汉族，1962年8月生，山西朔州人，中共党员，
现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他参加
工作38年，一直从事矿山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工作，从一名
普通的救护队员做起，练就了精湛的矿山救护技术、高超的
应急救援本领，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矿山救援指挥专家。他先
后参加、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
援700多起，多次冒险深入矿难现场，科学制定救援方案，成
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名，在陕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
辽宁阜新万达煤矿透水事故、山东栖霞笏山金矿重大爆炸事
故等多起重特大矿山事故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牵头或
参与制定矿山救护、培训管理、资质认证等多项制度规程，
为提高我国矿山安全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
化水平，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三等功各1次，荣获“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称号。

肖文儒同志的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应急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认为，
肖文儒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遵循“科学救援、安全救援”原则，始终保持
“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冲锋姿态，助民于危难，给人民
以力量，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爱党报国、敬
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



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大家表示，要以“时代楷模”
为榜样，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精神滋养，用党
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砥砺奋进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
大者”，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国战略，大力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勇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