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 路生梅的主
要事迹简介(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篇一

“毕业后来到佳县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我认真履行医生的职
责使命，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患者家属的信任就是对我最
大的肯定和‘回报’，患儿的康复和健康成长就是我的成就。
”路生梅说，扎根陕北，此生无悔。

1968年，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
响应国家号召，24岁的她离开家乡，来到了陕北佳县。这个
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初到佳县，就感觉到这里与北京
的“天壤之别”。

“当时的佳县十分贫瘠，我们喝的黄河水，睡的是土炕，虱
虫叮咬更是常有的事。”路生梅说，这样的生活对刚毕业的
她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但她努力适应，全身心投入工作。

“那个年代，佳县地瘠民贫，靠天吃饭的乡亲们小病扛，大
病也扛，医疗常识十分匮乏，很多山里的患者走不出来。”
路生梅说，她和同事们经常抽时间进村入户，主动上门送医
送药。

路生梅告诉记者，一次，她走了一个小时夜路到患者家中看
病。那户人家光线昏暗，一个产妇坐在一个土袋子上，孩子
刚出生。旁边的人正准备用黑乎乎的家用剪子给孩子断脐。
路生梅立刻制止，并用消毒器械和敷料认真地给孩子断脐包



裹。

这次难忘的出诊经历让路生梅印象深刻。她说，这里的群众
医疗知识太缺乏了，医疗条件太落后了，这里就是最需要她
的地方。她一定要改变这里的医疗条件，普及卫生知识。

“我要为党工作五十年，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这是路
生梅当年许下的承诺。

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工作上的挑战也不小。当时佳县医务人
员少，医院不分科，每个医生都要会诊治内、外、儿各科疾
病。儿科系毕业的路生梅便在工作之余，抓住一切机会学习
各科诊疗知识，逐渐成为一名掌握内、外、妇、儿、中医、
针灸各科知识的全科医生。

在佳县工作多年，路生梅多次放弃调离佳县的机会。“我是
一名医生，这里的患者需要我，我必须留下来。”路生梅说，
自己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病人一拉
线，她就会回到他们身边。

为了更专业、更有效地救治更多的患儿，路生梅立志要为佳
县医院创办独立的儿科。为此她“东奔西跑”，并不断宣传
和强调建立独立儿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终于在1983年将儿
科独立分离出来。为提高医疗和护理技术，她让科里所有护
士分批到西安儿童医院进修学习小静脉穿刺技术，资金不足
时，她就四处筹资还自掏腰包。此外，路生梅经常和她的同
事们到基层培训乡村医生，推广计划免疫，普及医疗常识。

1999年，退休后的路生梅放弃回到大城市的机会，拒绝了大
医院的高薪聘请，选择了继续留在佳县。除了在医院和家里
义诊外，她还热心于志愿者活动。

窑洞里，一张炕、几件简单的家具……这里既是路生梅的住
所，也是她的诊所。只要一有病人来，她会立即放下手中的



事，认真诊治每一位患者。

“在佳县，路大夫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几乎无人不知，家
里小孩生病都愿意让路大夫看，甚至佳县周边人也会慕名而
来。”患儿家长赵玲玲说，路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很为
患者着想，多年来坚持不花钱能治病、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
也从不乱用抗生素和滋补药品。

多年来，“路奶奶”早已有了一套“对付”哭闹患儿的经验：
她会在自己的左右手大拇指上画小人逗孩子开心，在与患儿
的互动中观察孩子的状态。她的手机很少关机，遇到未接电
话，她会一一打过去，生怕是病人家属打的，耽误孩子的诊
治。

“路姐”“路姨”“路奶奶”“路大夫”……走在佳县街头，
随时都会有老乡与路生梅热情地打招呼，当地很多家庭中的
几代人都在路生梅这里看过病，路大夫也成了他们的“老熟
人”和“家人”。

“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有信念、有理想。为了信念和理想，不
怕受挫折，坚持不懈，永远奋斗，哪怕十年、二十年，甚至
一生的努力。”路生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今年78岁了，生命留给我还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但是
我会兑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的承诺。”路生梅说，作
为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没有退休年龄，只要还能干得动，
病人需要，她就会一直干下去。

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下午好！



梅花自古以来就一向被人们称赞，被诗人赞美，关于梅花的
诗句多不胜数，比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足
雪，为有暗香来。

而诗热所赞扬梅花品质都是千篇一律，不是不畏严寒，就是
坚贞不屈。我以往看到过许多关于梅花的诗句与文章，我发
现了梅花的聪明。你看。

梅花没有牡丹花的雍容华贵，没有菊花的尊贵典雅，没有水
仙的婀娜多资。阳春三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公园橙
黄迎春花儿；纯洁无暇的百合，亭亭玉立的郁金香，奇花斗
艳，美不胜收。然而在这花的`海洋里却找不到梅花的身影，
难道这千百年来被诗人赞美的梅花不存在了吗？不是的，它
们不开在阳春三月，而是开在寒冬腊月，然而这也是它们的
聪明之处。

梅花的枝干是干枯的，花朵也是没什么出色，如果它们在这
万紫千红的春天开放，在这美丽的花海的衬托下，它们能有
什么作为？那些诗人看到梅花，便想：这梅花也没什么了不
起？跟牡丹花，菊花，水仙花等比起来，差得十万八千里，
拍马都追不上。可是在寒冬腊月开花呢？百花凋零，它凌寒
独秀，这样的话，情景可就大不一样了。

一阵寒风吹过，几乎把人给冻死，可是，发现，在凛冽的寒
风中，仍然看到花，就会让人感到喜出望外。梅花还硬撑得
挺起了腰杆子，装出一副愈强则强的样貌。这样，中国的诗
人便觉得梅花十分了不得，纷纷写了关于梅花的诗。来赞扬
梅花。到了春天来时，梅花赶忙收工，害怕一比，变得黯然
失色，并且转初一副大方的样貌，把春天留给百化。

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篇三

“我出生时家里屋檐下正有一株含苞待放的梅花，所以就给
我起名叫生梅。和同时代的北京女孩子一样，我在后海划过



船，在长安街上为毛泽东和外国元首捧过花。”路生梅回想
起自己的北京时光说道。

1968年12月，正值寒冬，24岁的路生梅踏上西行列车，辗转
敞篷卡车，历经多日颠簸，第一次离家离京，到达陕北佳县，
成为榆林地区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

当时佳县城区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特别落后，两排墙皮有点
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县医院，周围是一片散落着坟头的荒野。
喝的水是毛驴驮来的黄河水，一天只有一瓢供给；几个大夫
挤在一间集体窑洞宿舍里，因为不会生火，路生梅常常睡冷
炕，还要忍受虱虫叮咬……远离家乡和亲人，她偷偷哭了不
知多少次。

更让路生梅揪心的是乡亲们医疗常识的匮乏。一次，她出诊
救助一位难产妇女，当急匆匆赶到现场，看到有个老婆婆正
准备用一把家用剪子剪脐带时，她一把抢过剪子，一边消毒
操作，一边告诉老婆婆：如果用不干净的剪刀剪了脐带，破
伤风杆菌就会顺着脐血进入小孩的体内，危及新生儿生命。

诸如这样一次次特殊又难忘的诊治经历，让路生梅有了留下
来的想法。“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
从1961年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1984年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至今，路生梅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入党申请书
中的这一句誓言。

为党工作和治病救人没有退休一说

“佳县城一大半的人都找路大夫看过病。”“我们家四代人
都是路大夫给看病。”“五毛钱能治的病，路大夫决不开一
块钱的药，她开的药既便宜又管用！”“路大夫这么大的年
龄还坚持义诊，佳县人发自内心地感谢她。”……在佳县采
访，一提起路生梅，群众无不表达爱戴和感激之情。



对于路生梅来说，病人就是她的亲人。有一个小婴儿在百日
咳痉咳期反复窒息，路生梅口对口地为她吸痰，反复人工呼
吸40余次，终于救活了孩子；为紧急救治一个肠穿孔的病人，
她因劳累过度昏睡了一天一夜……像这样被她从死神手里抢
回来的生命数不胜数。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在一阵紧促带着浓厚陕北口音的
喊叫声中，路生梅匆忙裹上衣服，带好随身医用箱，跟着那
位老乡到十几里外的崔家畔出诊。一路上，因为穿着双塑料
底棉鞋，她摔了40多跤。快到村口的时候有条下坡路，路生
梅索性坐在地上往下滑，心想这样可以早一点到病人家里。
回想起这个经历，路生梅笑了起来。

走出黄土高原是很多人的梦想，当年和路生梅一样的很多大
学同学纷纷回到了大城市。路生梅并非没有机会。北京协和
医院、西安儿童医院都想把她调过去，可是，路生梅婉言谢
绝了，她说：“这里的群众需要我！”

1999年，路生梅退休后，西安、榆林几家大医院提出高薪返
聘她，她再次谢绝。至今仍坚持在佳县医院和佳县中医院义
诊。退休后的20多年里，为患者义诊超过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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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继续在佳县干下去……”路生梅说。

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篇四

扎根黄土高坡54载——这个曾经地道的北京姑娘，从首都北
京到陕北县城，从青丝乌发到鬓染霜花，将自己的美好年华
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老区的父老乡亲。偏远小城佳县也成为
她命运相系、用心守护的第二故乡。

1968年12月，路生梅24岁。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
大学）毕业的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告别



家人，只身踏上远赴陕北的列车。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北京。
当她风尘仆仆，终于站在简陋的铁栅门外时却发现，佳县人
民医院就是两排破旧的石窑洞。

号称“石头城”的佳县县城，喝的是毛驴驮回的浑浊黄河水，
还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瓢；不会生火炉子，晚上只能睡冷
炕……望着医院周围的空旷荒野，路生梅不知偷偷哭了多少
回。

让路生梅决心留下来的，是两次难忘的出诊。

一次，她赶了1个多小时夜路来到患者家。昏暗的煤油灯下，
破旧窑洞里的半边炕上没有席子，脸色苍白、披散头发的产
妇坐在土袋子上，孩子已经出生，一名妇女却一直死死揪住
产妇的头发，说“产妇‘血迷’（失血性休克）了，揪着头
发就不会昏死过去。”另一名妇女拿来黑乎乎的家用剪刀，
准备给孩子剪脐带。路生梅急忙抢下剪刀，用自带的消毒器
械为孩子断脐、包裹。“老乡们哪里懂得，因不卫生断脐引
起的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在那个年代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一刻，路生梅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
和生育观念。

还有一次是在大雪天，路生梅下乡出诊。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十几里的路摔了40多跤。快到村口时又是下坡路，摔怕了的
路生梅索性半躺着滑了下去，到患者家时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患者是个得了麻疹肺炎的孩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呼吸系统传
染疾病，严重肺炎也正是婴幼儿麻疹死亡的罪魁祸首。经过
叩诊、人工呼吸、纠正心衰等一系列治疗，孩子的病情终于
稳定。路生梅刚松了口气，有村民告诉她，村里还有几个孩
子得了同样的病。路生梅果断将患儿集中在一起，阻断了传
染源。

那几天，路生梅就住在老乡家，悉心医治、寸步不离。几天



后，孩子们痊愈了。临走时，孩子的母亲拉住路生梅，塞给
她一双千层底的棉布鞋。原来，老乡已悄悄量了她的脚底尺
寸。看着大姐熬夜通红的双眼，路生梅感动得说不出话。

“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要扎根佳县，为党工作50年，
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
这片土地”。这样的承诺，被路生梅郑重写进了入党申请书。

那个年代，佳县地瘠民贫、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乡亲们小
病扛，大病也扛。路生梅在校学的是儿科，但在当时的佳县，
缺医少药、医院不分科，每个医生必须掌握内、外、妇、儿、
中医、针灸等多科知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可供学习的资料有限，就托人从外地买；没有上级医生，就
向书本学、向老医生学；每天晚上煤油灯下看书，夜晚12点
前没睡过觉。很快，刻苦钻研的路生梅就成了医院的“多面
手”。

医院是24小时值班制，连续一周才能换班。一次，路生梅值
班的第七夜，突然来了一个肠梗阻患者需要紧急手术。两个
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后，患者得救了，路生梅却晕倒了，昏睡
了整整一天一夜。

时光推移，当初和路生梅一起赴边远地区的同学们都陆续调
回了北京。面对亲友的劝说和摆在面前的回京机会，路生梅
却一再婉言谢绝——为了更专业、更有效地救治更多患儿，
路生梅立志要为佳县医院创办儿科。

东奔西走、四处筹资……在她的主持下，佳县人民医院儿科
终于在1983年独立分离出来，路生梅出任首任主任。为提高
医疗和护理技术，路生梅送科里所有护士分批进修学习；资
金不足时，她就自掏腰包；她还将从外地学到的先进管理经
验运用到工作中，使大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死亡病例讨论、
各科室会诊等制度在科里开展后，又被全院推广。



路生梅的努力很快见到成效，儿科成为佳县医院的骨干科室。
在全区小儿静脉穿刺技能大赛中，拿下了团体、个人双“第
一”的好成绩。同行们感叹：佳县是榆林地区最穷的县，佳
县医院是全区医疗条件最落后的县级医院，佳县医院儿科却
是榆林地区最好的。

1999年，路生梅从佳县医院儿科主任、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
每天到家里找她看病的人仍然络绎不绝。2018年12月，路生
梅终于完成了“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的承
诺，她又向自己作出新的承诺：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每周一、三、五，她坚持义务坐诊。退休后的20多年来，经
她义诊的患者累计超过10万人次。她还组建了“老年人志愿
服务队”，组织大家深入山区帮扶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新
冠疫情发生后，她又主动请缨，希望能参加医院的一线诊疗。

在佳县，路生梅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几乎无人不知。大家
常说：“路大夫总爱开便宜药，只为能让大伙儿瞧得起
病。”如今的路生梅，是患者口中的“路姐”“路姨”“路
奶奶”，也是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巾帼奋斗者”、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因为那句承诺，她信守一生，护佑一城。

当时，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路生梅激动地说：“53
年前，我就是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服从分配到了佳县；53年
后，经过层层推选，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谢谢三秦父老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又把我送回北京！”

“这次回去，深感责任重大。”路生梅告诉记者，针对群众
关心的相关医疗话题，她进行了专门调研。比如，期望能在
榆林建立一座能够辐射周边的儿童医疗救治中心，以解决更
多儿童的就医需求；期望近年在榆林地区高发的过敏性鼻炎
病症，能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还有降低儿科就诊医保起
付线、优化户口所在地与就医地报销的便利性衔接等相关问
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大家的所思、所盼原原



本本带到北京去”。

在路生梅看来，陕北地区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
已不是当年模样，这让她深感欣慰：“佳县就是最需要我的
地方，这里的人民就是最需要我的人。感谢组织和人民的信
任，未来，我将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继续为改变佳县的医
疗面貌贡献力量”。

路生梅先进事迹读后感篇五

路生梅是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她从北京来
到陕北老区，扎根黄土高原54年，不仅为曾经缺医少药的患
者解除病痛，还致力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退休后依然坚持
免费义诊，用无言的奉献书写了人间大爱。

每周一、三、五，78岁的路生梅都会步行前往医院，义务接
诊。路生梅在北京长大，1968年，24岁的她从当时的北京第
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佳县工作。

路生梅：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党指向哪就打到
哪。

路生梅背着医疗箱，进村入户，足迹遍布佳县24个乡
镇。1983年，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儿科，路生梅成为首任儿科
主任。“佳县儿科”在周边县区打响了名声，许多病人慕名
远道而来。期间，路生梅多次被选派到北京、西安进修，一
次次面对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她却一次次选择留在佳县。同
事说起路生梅，都是由衷地敬佩。

同事：她始终是以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她觉得这个地方
需要她，一直做这个事情。

同事：她就是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永远都在看病人，哪怕
是晚上、冬天。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她选择在佳县为患者免费义
诊。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已经76岁的路生梅再次主动请
缨，在佳县带头发起隔屏诊疗、线上咨询等医疗服务。

路生梅：什么是党员？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我去，别人不愿
意干的工作我干，越有危险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党员挺身而出。
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