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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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篇一

经常听到这句话：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比你年龄大的人
都在奋斗，你凭什么不努力？是的，努力的人太多，98岁
的“上班族”李恒英，在93岁才办理退休手续，但不愿离开
岗位、放弃事业，98岁的毅然选择继续回到单位当起“上班
族”。李恒英说“我不愿这两年白活着，我愿竭我所能做点
更有意义的事，我要努力工作到100岁”。是什么让鲐背期颐，
迟暮之年的李恒英毅然回到工作岗位，我想这就是深深根植
于她内心的那份责任、使命与担当，催促着他努力、奋进、
坚持。而作为年轻的基层党员干部，我们不应该向其学习吗，
我们不应该学习她那一份决心和毅力吗。

基层岗位是平凡的，也是亮丽的。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有些
也许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觉得升职无望，已
经厌倦了这样的工作，开始存在懈怠、得过且过的心理了。
但是我想说，在大千世界，平凡的岗位数不胜数、环卫工人
几十年如一日的打扫城市环境卫生，他（她）们是平凡的，
确也是亮丽的，因为他（她）们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教
师也是平凡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课本上的内容，面对的
群体也是单一的，但是他（她）们却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
批的人才，他（她）们成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基层党员干
部每天面对的是人民群众，是平凡的，确也是社会不可或缺
的。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我们要干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要坚守自己的初心，要时刻回



想自己最初进入这个岗位的那一份执着与坚持。是的，在一
个岗位干一年容易，可是在一个岗位干几十年缺不简单。我
们需要的是年轻人那一份冲劲，更需要有成年人的一份淡定，
变化的是我们的年龄，而不变的是我们的心态和初心。努力
是基层党员干部最需要的工作态度，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而在于我们走过的路
程，如何体现我们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关键。作为基层的年
轻干部，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为群众干事，
就算岗位在平凡，它终将会绽放光彩，基层干部们，努力起
来吧。

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篇二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
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
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
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
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
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
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
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
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
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
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
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
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
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



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
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篇三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
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
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
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
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
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
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
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
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
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
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
年的7000和近2000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
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
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
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
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
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
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
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
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
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
步奖，2001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16年9月，
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16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
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
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
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篇四

李恒英，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虽然2014年已经办理了
退休手续，但今年98岁的她到现在还是一名“上班族”，每
天都会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上班，她说“我不愿这两年白
活着，我愿竭我所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期颐岁月，本该
是安享晚年、乐度余生的时候，李恒英却毅然放弃“小我”
的修养生息，为麻风防治事业贡献余生的力量，实属侠之大
者，忧国忧民，令无数人敬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青涩懵懂的青葱岁月到朝气蓬勃的
青年时光，从血气方刚的盛年时代到老骥伏枥的迟暮之年，
年轮虽抵挡不住岁月的冲刷，生命芳华却因时间而沉淀。即
便岁月洪流再猛烈，也冲不走你那颗拳拳赤子之心、你那份
敬业担当的执着和永不止步的奋斗之劲。再看百年光辉岁月，
流走的是年轮，不变的是你“赤诚无私”的情怀。

从国外辗转回到国内的“坚决”中，有你的忠肝义胆、家国
情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能够成就一生伟业、作
出卓越贡献的“大家”，都不失拥有一颗赤诚之心。在当时，
29岁的李恒英已经就任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和性病专家，但
七年任期结束后，她决然地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聘任，瞒
着家人、经过几经周折，回国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为的是
报效祖国、为国奉献。记者在采访李恒英“为什么回到祖



国?”李恒英说：“我不忘本、我应该回，正当其时。”正是
那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为国为民的忠肝义胆，才让
她始终不忘当初努力的初心与立下的誓言，才让她义无反顾
地放弃外国高薪，也要为国家、为人民履职尽责，这无疑是
一种魄力、一种担当、一种奉献。在大家都不愿从事的事业
领域，她担起了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当大家在瓶
颈于温饱线周围、陷入健康危机之时，她挺身而出、深入人
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寨，为病人送去药品与医疗技术;就这
样，在一步一步的走访、调研、研究和论证中，研制出了麻
风病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带领国人走出了麻风病时代。李恒
英这种“舍小家为大家”情怀的背后，彰显的是她对党的忠
诚、对祖国的赤诚与热爱，对人民的惦记与关怀，令无数人
感动至极。

从群众到共产党员的那份“虔诚”中，有你的赤胆忠心、执
着坚定。“我回国不后悔，一辈子做麻风不后悔，但不入党
会后悔”。党旗飘飘，我们始终敬畏那片红色理想;拳拳誓言，
我们始终向党致敬靠拢。从南湖红船启航，经历革命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进行革命建设、托起筑梦底盘，走过改革开
放、创造人民幸福生活，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伟大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李恒英深深知道并时常怀揣
一颗感恩的心，坚定向党靠拢、跟党走，始终发挥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先锋精神，虔诚地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群众到
共产党员的“路上”，她执着坚守着那份虔诚，她始终用一
言一行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担当作为中不断诠释着对党
的忠肝赤诚与坚守挚爱，终于在95岁成为光荣的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它不止给予我们荣誉自豪，更
是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我们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者、推动
者，要锤炼坚强党性，培植党性修养，永保共产党人的先锋
本色，用忠诚、担当、无畏向党感恩献礼。

从退休到重回岗位的那份“坚持”中，有你的笃定担当、恪
尽职守。李恒英在93岁才办理退休手续，98岁毅然回到工作
岗位，要努力工作到100岁。这质朴而又坚定的言语间，我们



深深感受你对工作的挚爱和对理想的那股执着。试想，98岁
的你会在干什么?也许大多数人都是安享余生岁月，并不会像
李恒英这般地伟大，即使接近期颐之年，心中想的不是自己
的健康、不是自己安乐的晚年，而是家国责任和使命担当。
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恒英要将岁月年华都抛
洒在“工作”中，要将一生都奉献给“人民”，这是多么伟
大的担当与情怀。处在基层一线的年轻干部，要学习李恒英
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要善于在艰苦环境、基层一线中磨练、
拼搏、奉献，牢牢揣紧内心的承诺与誓言，扛起肩上的责任
与使命，只为干好本职工作而诠释自己的赤诚。

李桓英学习心得体会篇五

雷锋同志说过: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
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
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98岁的“上班族”李恒英也说，努力
工作到100岁，李恒英94岁退休，95岁入党，98岁回到工作岗
位，她说过：一辈子做麻风不后悔，但不入党会后悔。是什
么让雷锋、李恒英能有如此大的信念，我想这就是他们心中
的初心，只有坚守初心，才能让雷锋同志做到听党的话，服
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只有坚守初心
才能让98岁的李恒英同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才有那一句努
力工作到100岁的誓言。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应该而且必
须坚守初心。

初心，是我们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有些人认为我们
看到的就是我们所以为的世界，殊不知，世界之大我们无法
想象，我们要想拓宽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的认识，就需要
不断的努力和学习，坚守初心，用我们的眼睛去学习，用我
们的脑子去思考，去眺望那美丽的风景，而这最为美丽的风
景，在基层，人民群众就是那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作为基
层党员干部，只有努力工作，为群众办事，擦亮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视野才会更加广阔，基层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值得我
们去寻找那一份初心，丰富我们的心灵。



初心，是我们的耳朵。所谓耳听八方，善于倾听是，善于会
听，是对初心的另一种诠释，用好我们的耳朵，多倾百姓的
声音，多倾听他们的想法、需求。我们才能更好的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践行初心，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你会再基层
广阔的天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初心，是我们的双脚。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基层工作不只是需要坐办公室，而需要多出去走走，多下基
层，融入到群众中间，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去和人名群
众打成一片，去寻找自己刚参加工作的那一份初心。初心是
什么，初心就是我们内心那一份纯净的思想，那一份为人民
群众谋幸福的信念，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作为基层党员干
部，我们要不忘初心，守住初心，用忠诚、干净、担当的态
度去对待任何事，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