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人好事事迹材料(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一

中医学院20xx级七年制5班的左旭锐同学，因其所居住的村庄
煤气中毒现象时有发生，所以他在寒假里积极宣传预防煤气
中毒的知识，将预防知识制成海报进行张贴，并挨家挨户向
村民讲解有关预防煤气中毒的知识。同时，并针对一些老人
的实际情况，帮他们疏通烟囱、检修煤气罐、清洗煤气灶等，
受到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二

20xx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罗店镇张士村村民徐秀珍跟往常
一样，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弄了点蔬菜后，准备到家附近的南
泾河边清洗一下。当她走近河旁的水桥时，眼前的一幕让她
惊呆了：离水桥外2米处，有个幼童溺水了。只见小孩面向水
里、背朝天半沉半浮在河水中，已无力挣扎。在这命悬一线
的危难时刻，徐秀珍没有多想，扔掉手中的菜篮子，顾不上
脱下身上厚厚的棉衣，就跳进了河水中。她一只手抓住水桥
边的面板，另一只手向孩子的方向伸去，希望能够拉到小孩，
但由于离小孩较远还是无法抓到孩子。3月的河水，依然冰冷
刺骨，水又比较深，而且身上厚厚的棉衣，被水一浸变得重
起来，73岁的徐秀珍老人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但她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此时耽误一分钟，孩子就可能没命了。她奋
力用手划着水面，向孩子的方向挪去，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
一个幼小的生命。当周围的邻居、村民问徐秀珍：“你都73
岁了，当时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跳入河中？”她笑呵呵地回答



道：“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中奄
奄一息时，能忍心不救吗？换作谁都会这样做的。”几十年
来，徐秀珍帮助的人、做过的好事，没人数得清，她的高尚
品格已根植在街坊邻居的心中。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三

轨道驾驶2班学生杨荣华20xx年考入我校后不久便应征入
伍。20xx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特大地震，噩耗传
来，全国人民悲痛万分。杨荣华出于一名军人本能的反应毫
不犹豫响应部队号召，报名前往汶川抗震救灾。在灾区，杨
荣华遭遇到平生从未遇到过的余震、尸臭、饥饿、缺水等考
验，困难并没有吓倒他，最终出色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荣
立个人三等功。20xx年年初，杨荣华重新回到校园。他及时总
结参加抗震救灾体会，利用业余时间，多次在入党积极分子
学习班、德育践行课上进行义务宣讲，得到了同学们的强烈
共鸣。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四

从2019年开始，当每年春秋换季之时，驻平65571部队某连队
的官兵们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家住铁西区北沟街西二
里委七组的老人每在这个时候都会把自己亲手缝制的拥军鞋
垫拿到连队，亲手分发到部队的战士手中。

今年76岁的，从原市二轻局秘书科退休，是一名有着47年党
龄的老党员。老人有三儿一女，各自成家，他和老伴张玉平
独自生活。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组织部门把他的关系转
到了北沟街社区，便在西二里社区这个大家庭里发挥着余热。
2019年的夏天，西二里社区与驻平65571部队某连官兵一起联
欢，得知战士们离家都很远，平时训练很艰苦，鞋垫磨损得
也非常快，外面买的鞋垫不结实，用不了几天就穿破了。联
欢会结束时，老人为部队战士缝鞋垫的念头油然而生，他的



想法得到了老伴张玉平的大力支持。他们每年都会根据共建
连队的官兵需求，为大家制作拥军鞋垫，后来，又开始为连
队的战士们制作帽子和手套，从2019年至今，他已经做了超
过700双鞋垫，不仅温暖了官兵们的双脚，更温暖了他们的心。

老人会缝鞋垫缘于他年轻时学过缝纫手艺。17岁那年，他在
四平市工艺绣品厂当工人时，向厂里的师傅学会了缝纫和刺
绣，后来，家里买了缝纫机和码边机，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
就在家里解决了。说，“缝制鞋垫也要讲究技巧，布料必须
铺平，针线还要匀称，否则硌脚。”闲不住的老人用退休金
买来线团和大绒面料。为了保证鞋垫合脚，他特意要来了每
个战士的鞋号。

说起制作拥军鞋垫等物品的时候，王老露出了快乐幸福的笑
容：“我对子弟兵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说句心里话，缝制
鞋垫的工序很复杂，要经过黏合、裁剪、缝制等步骤。老伴
张玉平先将垫布一层一层地挂浆、粘贴，烘干后，他再照鞋
样裁剪，最后一针一线缝制，一双鞋垫要缝上几百针。65571
部队某连战士李青海对记者说，王大爷很辛苦，经常来帮助
我们，他缝制的鞋垫吸水性好，牢固，冬天穿起来很舒服、
很暖和。今年，又给我们炊事班做起了帽子、套袖。一次，
王大爷在给部队送鞋垫的时候，一位山东籍小战士紧紧握着
老人的手说“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站好岗，放好
哨，做优秀的士兵。”共建连队的穿过鞋垫的战士高双印把
老人的生活挂在了心上。今年夏天，高双印等三名小战士打
着雨伞，抬着一箱新鲜蔬菜找到老人的家，战士们把亲手栽
植的茄子、柿子和黄瓜等蔬菜送给王大爷。老人被这种军民
鱼水之情深深地感染着。

西二里社区主任陈世艳对记者说，王大爷为社区做的事从来
不和别人提起，但也有人讽刺过他，“哎呀，老王头，你没
事就帮社区、帮部队做活，你得到什么好处了，”王大爷只
是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挺坦然的就过去了。他就是凭心
去做，去感染身边的人。几乎西二里社区的每个居民都认识



老人，社区老年活动室方凳上的坐垫是他亲手缝制的；社区
里40多平方米的老年秧歌场地是他一锹一锹平整的；居民邻
里纠纷是他赶去进行调解和好的。与老人家住一个楼栋的西
二里社区居民吕连霞说，是我们社区的优秀共产党员，经常
为我们服务，缝制暖气片套，还给我们做鞋垫，因为王大爷
也很大年纪了，他还帮我们做这些，我们很感动。这不，社
区那套新棉裤、新棉袄是他刚刚送来准备捐给四川地震灾区
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大家感到钦佩。

居住的北沟街西二里委曾是我市的棚户区改造1号地，去年夏
天，和其他1000多户居民高高兴兴地回迁到被命名为“滨河
家园”小区，今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暖气楼。“这楼房建的
多好啊，现在屋里热乎乎的，阳光一进来，满屋子通亮，棚
户区居民生活很幸福，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安度晚年，能够为
战士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到欣慰，我对子弟兵有着一种特
殊的情感，我要为战士们继续缝制下去，”老人自豪地说。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五

唐亚水，男，1957年3月生，韶关市乳源县大布镇中心学校退
休教师。2014年8月，唐亚水的儿子唐志良不幸患上脑出血。
为了治疗儿子，他花光了几十年来的积蓄，卖了县城的房子，
欠下近110万元的巨款，一家过着省吃俭用的清贫日子，只希
望可以让儿子醒过来。但天不如人愿，2016年1月，唐志良因
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离开人世。在长达1年零5个月的治疗时
间里，唐亚水从未放弃儿子，儿子去世后，他一边省吃俭用
还债，一边尽最大努力照顾孙子孙女。唐亚水荣获“广东好
人”称号。

无情的疾病，打碎原本幸福的家庭

唐亚水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生活过得不算富裕，但
也舒坦。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无情地打碎了这一切。2014
年8月的一天，唐亚水的儿子唐志良在送女儿去学校的途中突



然晕倒在路边，唐亚水得知后匆忙把儿子送到乳源县人民医
院，经初步诊断是脑出血，送往市粤北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
后，唐志良被确诊为脑出血，这个消息对于唐亚水犹如晴天
霹雳般。

在粤北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唐志良一直在icu病房治疗。为了
照顾儿子，唐亚水买了折叠椅，晚上就在icu病房外的家属等
候室休息。由于儿子的医保属于异地就医，只能报销20%的医
疗费用，加上一些特定药物无法报销，昂贵的医药费和护理
费让唐亚水日益憔悴。

花光积蓄、借遍亲友，只为救治儿子

儿子在医院治疗的第3个月，唐亚水已经花光了多年来的积蓄
加上卖房子得来的50多万元，以及政府、学校、社会爱心人
士等捐赠的8万多元。而唐志良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不少亲
戚朋友劝他放弃，但唐亚水坚定地说：“那是我的儿，我就
算砸锅卖铁也不会放弃他。”

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唐亚水将他转至医疗水平更高
的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治疗。积蓄用光了，他就向亲戚朋
友借钱。在借钱的过程中，有人直接拒绝，有人委婉拒绝，
也有人劝他放弃，但唐亚水依然决心尽最大努力救治儿子，
为此欠下了近110万元债务。

2015年4月，唐亚水实在无法负担高昂的治疗费，只能将儿子
转到大布镇卫生院疗养。回到大布后，唐亚水访亲问友，寻
找良方，但儿子的病情还是没见起色。2016年1月，唐志良病
情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唐亚水伤
心欲绝。

为了弥补缺失的父爱，他精心照顾孙子孙女

儿子去世后，家里欠了近110万元债务。面对债务压力和丧子



之痛，唐亚水没有灰心，及时调整了心态，给孙子孙女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为了减少家里的支出，唐亚水自己种蔬菜、
养鸡，尽可能自给自足;为了弥补孙子孙女缺失的父爱，唐亚
水全身心陪伴他们，精心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

为了尽快还完债务，唐亚水省吃俭用，每月取出自己的退休
金和儿媳、女儿打回家的钱，除了给家里留下必要的生活费，
其他的还没有“焐热”，就及时上门偿还给亲友。唐亚水乐
观地说：“虽然现在日子过得苦点，但我还有退休金，可以
逐月还债务，5年来，我已经累计还了80多万元，离还清债务
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看到了希望。”

这名普通的退休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父爱如
山”的高贵品质，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
事，诠释了 “爱亲”“诚信”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