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通用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
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她，是一名敬业奉献的人民教师，是一位心系群众的教育扶
贫工作者，更是一名信念坚决的共产党员，她就是华坪女子
高中校长张桂梅。原本拥有幸福家庭的她突遭命运的打击，
在失去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后，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生活的
重担，此时，她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抉择，她没有选择到条件
优越的学校任教，而是毅然只身前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条
件艰苦的华坪县投身教育扶贫。虽然疾病缠身，被病痛折磨
的苦痛难言，她也没有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凭借着顽强的
毅力，她忍着病痛一次次站在热爱的讲台上。

一枚党徽，她始终都把党徽佩戴在身上，昂首挺胸的展现共
产党员的风采，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徽在闪烁。

一面旗帜，她埋头苦干、洒播大爱，是党员干部心中一面先
锋模范的旗帜，哪里有艰苦哪里就有旗帜在飘扬。

一个典范，她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各行各业奋斗者
争相看齐的典范，哪里挫折有哪里就有典范的力量。

情系群众，小喇叭声音更响亮。平日里，华坪女子高中校园
内随处可见张桂梅老师手持小喇叭催促学生跑步、早读的身
影，有了小喇叭的陪伴，学生心里都很踏实。她始终把学生
当做亲人，当遇到学生生病，她带着他们彻夜奔波到医院，



一直守护在学生身旁。她心里始终记挂着群众，设身处地为
百姓着想，用一次次感人的.事迹践行着共产党人为民效劳的
宗旨。基层工作中，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着很多前来咨询问题、
办理业务、反映情况的群众，也常常会深入农户家里给群众
做政策宣传，在面对群众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张桂梅同志
的精神风貌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我们态度要好一点，笑容要
多一点，讲解要清楚一点，多站在群众角度考虑问题，做好
政策“翻译〞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把
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顽强拼搏，三尺讲台折射温暖。华坪女子高中建校初期，身
为校长的张桂梅遇到各类棘手的问题，筹集建校资金困难、
教师队伍人员流失，以及疾病的痛苦折磨，但是对教育扶贫
的坚持和对讲台的热爱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去，张桂梅同
志的顽强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工作中，面对急难
险重等困难时，局部人会出现躲避推脱、敷衍塞责的情况，
这既不利于任务的完成，也会使政府工作者的形象在群众心
里大打折扣。我们要学习张桂梅同志精神，不仅要会“做
事〞，还要能“扛事〞，面对“硬骨头〞，不绕弯、不敷衍，
用理论完善决断力，用实践强化行动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以钉钉子精神将任务落实，见行见效。

无私奉献，一盏明灯照亮前方。张桂梅老师虽饱受病痛折磨，
却依然坚持为教育事业奉献所有的光和热，她无私奉献，为
校园建设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她如细雨般润物细无声，不计
功名，告诫学生要时刻铭记党和国家的栽培，她用实际行动
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是我们党员干部的指路明
灯。基层工作中，我们常常会因为紧急任务而牺牲个人的时
间，或由于一些特殊情况被百姓误解，此时，我们更要要沉
下心来做实事，不抱怨、不消极，学习张桂梅同志“舍小我、
顾大家〞的精神，用优秀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不计
回报，功成不必在我，把群众的认可当做衡量自己工作成效
的一把标尺，时刻谨记共产党员的“初心〞，在时代的新征
程中脚踏实地、奋勇向前，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李源江

2021年6月15日，陡溪小学全体教师利用例会时间，对张桂梅
同志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深入学习。

张桂梅---“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大女杰”，华坪县女子
高中的创办者，华坪县孤儿院院长，少年丧失母亲，青年丧
父，中年痛失丈夫，两次肿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身
患重病却始终坚持上课……这就是我对她最初的了解，或许
很多人对张桂梅的了解都只停留在这，或许很多人都不理解，
难道她不要命了吗?她究竟为了什么?但是随着宣讲的不断深
入，随着心灵一次又一次的震撼。我找到了答案，“她是一
名共产党员”她是那些贫困山区孩子求知的“指路牌”更
是130多名孤儿的“妈妈”。我为我之前的想法感到羞愧，作
为一名中共党员张桂梅一直在平凡的岗位，干着不平凡的事，
在磨难面前她勇敢的挺直了腰杆，生活的磨难没有击垮她，
病魔更没有让她倒下，她担负起了一个伟大母亲的责任。她
用赤诚的爱心托起了无数孤儿和困难女子的人生梦想，这一
刻我打心眼里敬佩她，她无愧于“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
大女杰”等一身荣誉。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的写照，也是张桂梅的写照，
30多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她
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三元以内，
而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的工资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
生垫交学费，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奉献给学生和孤儿，这些
事迹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是小溪，就流向沙漠，去造就一
片生命的绿洲。正是因为她的淡泊名利，不求回报，才造就
了一片“绿洲”。物质固然重要，可是决定我们生命价值的
东西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品质，张桂梅老师的崇高精神犹如
一棵苍天大树，供人们歌颂，更是我们教师学习的楷模。



2021年6月18日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
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
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
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
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
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
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
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
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
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
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
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__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
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
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22日10时，“翟树全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全
国四级法院通过网络视频收看会议内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号召，全国广大法官干警要向翟树全同志学习。

“老翟”到了北京依然朴实

22日，记者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看到，200多名法官聚集在
法院内部的视频会议厅内观看“翟树全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会”。

报告组成员一共有5位。除老翟之外，一位是翟树全曾经的同
事，一位是农安县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位是曾经采访过翟
树全的记者，还有一位是翟树全的女儿。他们从各角度评价
心中的“翟树全”。

当翟树全上台时，他面向全国广大法官干警，没有宣扬自己
扎根农安县法院哈拉海法庭23年的成绩，只是用朴实的话讲
述了几个曾经处理过的案例。“我记得最初接触‘老翟’的
时候，他就是这么朴实，现在他到了北京做报告，言行依然
没有变。”在翟树全讲话时，一位曾经接触老翟的省高法工
作人员对记者说。

“是全国法官干警学习榜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会上说，翟树全同志的先进事
迹，充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员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
是全国法官干警学习的榜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表示，全省法官干警要以翟
树全为榜样，做公正、廉洁法官。

长春市中级人民院院长张德友收看过报告会后说，翟树全同



志的先进事迹，为法院广大干警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学习教材。

长春市中级人民院院长政治部主任王国睿说，他要学习翟树
全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

农安县人民法院院长田良表示，翟树全在基层法庭工作24年，
共审结民事案件3000多起，调撤率达90%以上，解决了大量矛
盾纠纷。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
“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
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
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
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
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
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
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
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
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
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
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
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
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xx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
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xx
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
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
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xx年至20xx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
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张桂梅， 满族， 中共党员， 云南省丽江地区华坪县民族中
学教师兼华坪儿童之家院长. 2000 年以来， 先后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 被全国教育总工会、 国家
教育部评为“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 被全国总工会授
予“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十佳” 知识女性， 获得省
委、 省政府授予的首届“兴滇人才奖” ， 被省妇联、 省
电视台评为“感动云南” 十大母亲，被评为丽江市“关心下
一代” 先进工作者， 被县委、 县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
员” 、 “先进工作者” 称号。 在中共云南省委八届三次
全会上， 她当选为云南省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

张桂梅同志深深扎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
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 她爱教育， 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
验和方法， 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特别的教学方
法， 教学成绩突出; 她爱学校， 不顾身患多种疾病， 以惊
人的毅力克服病痛折磨， 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在教学岗位上;
她爱学生， 拿出绝大部分工资接济困难学生， 积极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业余爱好， 从各个方面关爱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业余爱好， 从各个方面关爱学生。 张桂梅同志用自己的
行动， 实践了一名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追求， 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张桂梅同志是教师的优秀代表， 是教师的榜样。 张桂梅同
志爱教育， 爱学校， 爱学生; 张桂梅同志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张桂
梅同志让社会满意， 让家长放心， 让学生成才, 认真执行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加强师德建设， 真正做人民满意的
教师。

张桂梅同志立足岗位、 开拓进取、 勤奋工作、 为我国教育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人们常不解的问她： 这样做有什么目
的， 有什么好处? 什么力量使她这样坚强? 张老师总是笑着
说： “如果我有追求， 那就是我的事业： 如集我有企盼，
那就是我的学生; 如果我有动力， 那就是党和人民” 。 她，
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 却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 那些
失去父母的贫苦孩子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分享着人间
最美好的亲情。 她， 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用真爱点
亮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的希望之光， 谱写了一曲感人至
深的爱的奉献之歌。 她就是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
家” 福利院院长张桂梅。 向传递真爱的使者张桂梅学习为
主题的“感恩行动” 在迅速掀起， 成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的强大动力。

通过学习张桂梅先进事迹以后， 我们要更加热爱和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把培养高素质的建设
人才和接班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甘为园丁， 做到
教育安心和专心， 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 热爱本职，
踏实工作， 不追逐名利。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应勤
奋学习， 刻苦钻研， 及时更新知识， 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
水平与能力。 虚心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
认真听取他们的教诲。 讲好普通话，使用规范字， 以认真



负责的态度上好每堂课。 绝不得过且过和放任迁就学生，
而要以又红又专的高标准要求学生， 以满腔的爱心关心学生，
关心学生的成长， 积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循循善
诱， 管教管导， 既教书又育人， 对学生一视同仁。 做到
深入学生， 为学生排忧解难， 为学生多办实事。

敬业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人生的价值在于奋斗、 进步
与奉献。 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是最基本的一条。 有人说，
伟大的科学发现和重要的岗位， 容易调动敬业精神; 而一些
普普通通的工作， 想敬业也敬不起来。 道理并非如此。 教
师们发扬敬业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可
感召成千上万人投身到教育事业建设中， 推动社会现代化的
建设与发展。 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长期能爱岗敬业， 创造
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业绩， 需要我们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
“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
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
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
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
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
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
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
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
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
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
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
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
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xx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
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xx
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
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
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xx年至20xx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
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八

工作及其他校务工作。除了住院没向学校请个一天病事假，
教学成绩突出，她说：“为了民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
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
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

我们学习她，学习她爱生如子。她虽然没有孩子，可是她却
是许多孩子的妈妈。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生，中午、晚上
看着学生睡觉，给学生盖被子。学校学生和孤儿院50多个孩
子，住院她陪着，给他们送饭，付医药费，资助学生读书，
自己连洗衣机都没有。她将爱播洒进孩子们的心田。



我们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努力实践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
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
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大家决心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大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努力实
践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旨、坚定信
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
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
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

我们学习她的精神品质，有利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中保持
清醒的头脑。物质固然重要，可是决定我们生命价值的东西
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品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牢记使
命，教书育人，培养一大批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这些人
才，首先必须是政治上过硬的，必须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
人民。他们才能肩负历史的重任。我们教育工作者，如果没
有过硬的政治思想，学校德育建设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我
们培养的人才质量就会出问题!这是很危险的，学习张老师的
事迹，很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战斗在大理市太邑山区的教师，我决心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
进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
大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