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
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篇一

2021年3月，田丹从陕西汉中来到上海，成为饿了么蓝骑士。
作为外卖“社区侠”，她主要进行远距离配送服务，每天骑
着电动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从踏入上海起，我就一直是骑手。我哥哥以前在上海做骑
手，他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就和他说，我孩子也大一点了，
想出去挣钱。我哥说，你要不跟我跑外卖去。2021年过完年，
我就跟他来了。”田丹说。

田丹表示：“刚开始做骑手的时候，我哥带了我一两天。他
送外卖我就骑上车跟他走。之后我就自己出去跑，像个无头
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平台上有些单子都是别人挑剩下的，我
也不嫌弃，3元也好，4元也罢，只要有我都去。”

在田丹看来，做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遇
到一些辛苦和委屈，自己都会去消化。后来，经过日复一日
去跑、去练，慢慢就好起来了。

2022年的疫情中，田丹主动报名，成为了饿了么应急特需项
目唯一的一名女骑手。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跑得再快一点，
再多送一单，这样就能多帮到一个人。她每天早出晚归，开
车满上海跑，配送宝宝急需的奶粉、尿不湿和特殊用药，作
为志愿者，义务配送这些大家急需的物资。

到4月时，上海市儿童医院互联网药品订单配送出现积压，饿



了么专门成立了“宝宝送药专车”。田丹作为志愿者小分队
的队长，开车为小患者们免费配送处方药。其中不少是罕见
病的药、不能停的药，一些地址离医院超过80公里，远在崇
明。

“送药专车”每天任务重、数量多，每一步都要细致严谨，
才能准确、按时把药品送到宝宝手中。因为药品需求大，田
丹每天早上9点出门，晚上经常要12点才回去，最晚的一次到
凌晨3点。

因为女骑手在外上厕所不方便，田丹工作时基本不敢喝水；
长时间戴n95口罩，耳朵磨得难受，就在耳朵后垫点卫生纸。
虽然如此，但她说不出拒绝的话。

“大上海保卫战前，我是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但因为我也
是妈妈，其他宝妈的感受我能体会到。所以，我报名加入了
宝宝关爱专车、送药专车，为宝宝送口粮、送药，就这样成
了全城孩子的宝妈。”田丹说。

田丹说，刚做骑手时，觉得只是一份工作。现在她觉得，骑
手可以是一座桥梁，帮助他人。当力所能及对人伸出一双援
手，或许未来就会多出一双伸向自己的手。这让人相信，再
困难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记挂着你，总有人为你
而来。”

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篇二

“一切为了病人”是中山精神，也是周俭教授的座右铭。他
从事肝癌研究32年，积累了10000余例肝切除和3000余例肝移
植临床经验。高质量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他在肝癌研究方
面不断寻求突破，先后主持国家863 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重
点项目和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课题26项；
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作为第一完成人获2020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的研究源于临床，大胆创新，



获发明专利18项，作为主要发明人之一，研发了国际首
个microrna诊断肝癌试剂盒，助力肝癌的早诊早治与疗效监
测。

勇立潮头改革创新，助力“双院”成为创新发展策源地

他依托自身的专业素养，勇于改革创新，在樊嘉院士的亲自
指导下，加快促进科研成果转化——2022年，中山医院是唯
一进入全球生物医药发明专利top100的中国医院。作为徐汇-
中山医联体徐汇区中心医院的院长，他探索“五个一”医联
体发展模式，实行同质化管理，在短短的6年中成功带领徐汇
区中心医院晋升为三级综合性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并
成为上海市首批建设的“区域医疗中心”。

心系民生建言献策，打造“智慧医院”先进标杆

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基于人民群众看病难及疫情后看病烦
的现象，他提交了督促政府加快出台“上海市互联网医院管
理办法及上海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的议案，加快了上海
市互联网医院的建设。领导徐汇区中心医院率先获得“上海
首家互联网医院”牌照，通过网络平台为群众提供智慧诊疗
服务达200万人次， 通过远程医疗扶贫的“徐汇云医院”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时任上海市委李强书记在视察
医院工作时予以充分肯定。

科学抗疫快速转化，科技赋能防控保障成典范

他积极响应落实上海市、徐汇区等部署的抗疫任务。作为总
协调，日夜奋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徐汇区近8000床位的方
舱建设；2020年初疫情爆发伊始，他积极推动抗疫前线发来的
“一次性医用防护鼻罩”的专利申请，仅用三天时间完成申
报，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产品援助武汉20万只新型鼻罩（包括
个人捐赠2万只），降低了医务人员的交叉感染。他推动自主
研发“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和“楼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



网格化人员分类动态管理，使中山医院成为上海市医院人员
保障防控的典范之一，徐汇区中心医院荣膺上海市抗击疫情
先进集体。

周俭教授用他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不断攀登肝癌诊治和医学管理的新高峰。

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篇三

有一种追求，看似平凡渺小，它却成就着不凡的业绩;有一种
追求，看似朴实无华，它却辉煌着一个人的一生，那就是：
劳动创造美!

我用劳动铸造着青春年华，让它在电信岗位上闪闪发光。16
岁那年，我由邮电技校毕业后分配到蒲城邮电局机线班。机
线班是一个需要体力劳动的班组，很多人都因我年龄小个子
矮，认准我不适合干这一工种。我暗下决心：我要用劳动证
明我能干，而且要干出名堂来。当时正值全国机线设备大整
治，我主动申请要求参加，班长怕我吃不消，但经不住我的
一再要求，只好答应我参加整治工作，于是我每天登着人力
三轮车，奔波在线路整治一线。

刚开始民工看我年轻，人小力薄不象干体力活的，不服气，
我就用实干精神使他们心服口服。我在杆子上一站就是五、
六个小时，刚开始时还能忍受，时间一长双腿僵直麻木，但
我坚持不退缩，满负荷工作，终于取得了别人一天完成十来
户，我却每天干完二十多户的业绩。人虽累，但心理却十分
甜美。后来，机线班分成农话、市话两个班，当时的市话班
大都是年龄大的同志，我就抢着干活。常常是既要装机、修
障碍，又有许多小工程要干。我登着人力三轮车，装载着梯
子等工具，跑遍了县城角角落落。局里每月有四天假，我因
乐此不疲而全年没有休一次假。

十多年来，我大概累计有500多天该休息的日子没有休息。我



用劳动呵护着电信的基业，不让它有丝毫损伤。91年冬天，
连续下了好几天大雪，县上最远的市话用户防雹指挥部电话
有故障，我就这样敲一节，上一步，一节一节、一步一步循
环往复，终于在艰难中排除了障碍。当我从查线机里听到防
雹站值班员清晰的话音时，稍一松气，又坐上了溜溜板，重
重摔在雪地上。好在雪厚，又有麦苗垫着，除了受点痛之外，
也没什么大伤。用户被我执着敬业的精神深深感动，一定要
为我准备饭菜，我婉言谢绝，伴着夜色和风雪踏上了回家的
路途。

从201x年开始，我被调入公话中心，负责全县ic卡电话的安
装、维护工作。当时的情形是由于种种原因ic电话的破坏率
特别高。我包片负责农村的__多部话机，散布在__个乡镇，
几乎有一半是被破坏的。我又急又恨又心疼，他们破坏一部，
我抢修一部，抢修一部，他们又破坏一部，面对盗打猖撅，
破坏没能有效的制止，企业的收入不断流失，我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凭着一股黄牛般的精神奔波于公话的每一个角落，
蹲点突击抓盗，全力扼制破坏事件的扩散和恶化。通过不辞
辛苦的努力，至今年我和同事共抓获破坏公话和非法盗打电
话者__人，挽回损失__万余元，狠狠打击了这些不法分子的
嚣张气焰。201x年x月，个别非法分子偷盗话机读卡器，从中
盗打的猖獗行为，一起起频繁发生，而且神出鬼没，常常引
起用户投诉，社会反响很大，中国电信的形象受到极大的创
伤，我和同事们非常气愤恼火，恨不得一下子把不法分子绳
之于法，在请示领导后，认真分析出事地点的情况，通过对
调出的障碍单来看多半作案时间都发生在半夜或凌晨等阶段。
刻不容缓，我依然决定对重点话机装上了自行制作的报警器，
我整夜守侯，深夜虽很困乏，但丝毫没有放松警惕，饿了就
买个饼子吃，一刻也不离开战斗岗位，有时实在很累便在一
旁的台阶上铺上报纸打个盹，一直守到天亮，白天的维护工
作照常进行，没受到任何影响。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__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奋斗，__月__日深夜1点多终于将不
法分子当场抓获，扭送公安机关处理。维护了企业的利益，



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篇四

“95后”蓝骑士廖泽萌在大学毕业后，做过花艺培训师，还
做过咖啡师。2019年，2019年，她来到重庆继续深造花艺包
装，拿到了高级花艺师证，准备筹备开一家花店。随着疫情
来临，她只得暂时放下了这个梦，成为一名饿了么骑手。

圆圆的脸蛋和甜甜的笑容，是她的“招牌特征”。爱好生活
的她一边送外卖，一边与周围人分享生活中的小美好。

刚做骑手时，廖泽萌很少对别人提起。“有些不好意思，担
心身边朋友会看不起。因为做过花艺培训师，他们都以为我
当花店老板了……”

那段时间，她很少发朋友圈，很少约朋友出来玩。跑了两个
月后，她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一行：“凭劳动自食其力，有
啥不好意思的？！”于是，她一有空就把骑手日常发朋友圈。

廖泽萌经常把送外卖路上看到好玩的事情，用手绘、文字或
视频等形式记录下来，在某平台已有2万多粉丝。去年，她根
据送外卖的经验手绘了一份“外卖秘籍”， 这是她在工作中
收集了百条“经典”备注后手绘的外卖秘籍，教大家如何在
点餐时写备注，让买到的外卖餐更实惠。

五一人物事迹读后感篇五

郭锋：外卖骑手中的“及时雨”

今年45岁的郭锋，是饿了么武汉汉街站的站长，站点有100多
人。在武汉外卖站点里，郭锋负责的这个站点属于大站。



“每逢‘五一’等节假日，站里每天就会有十几个人休息，
但在节假日我们的接单量又增加很多，人少单多，所以逢年
过节我都会自觉选择加班，节后再调休。”郭锋说，这样的
工作节奏，从他2016年做骑手时就开始保持了，一直持续至
今。

在送外卖之前，郭锋曾于1996至1998年在部队服役，服役期
间因参与长江抗洪抢险荣立个人三等功。后来，他加入老家
荆门市的一家国企工作，还担任了班组长。

2016年，郭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来到武汉，正式成为一
名外卖骑手。从跑单常“找不到北”到现在成为片区的“活
地图”，郭锋每遇到问题就会积极地去解决。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郭锋没有回荆门老家过年，而是选择
留在武汉，带领7名外卖小哥逆行76天给医护送餐。穿行在空
荡荡的街头，一次次逆行，给医护送餐，帮不方便出门的居
民购药。他的故事也影响了身边的外卖骑手。

“老郭，我来学你了！”郭锋的一位同事就主动报名当了志
愿者，协助社区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站点100多名骑手，人数多，但大伙儿异常的团结。除了送外
卖，不少人还会利用空闲时间，去社区里做志愿者。

“有这么优秀的榜样，我们也不能差！”站点00后骑手小张
介绍，刚入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跑单经常找不到地方，
超时更是家常便饭，好在站长很耐心，手把手地教。

郭锋还是安全培训、新人培训等方面的行家里手。对新来的
同事，郭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认识路，随时和我
视频，这一片我都跑熟了，我告诉你怎么走。”因为这句承
诺，他甚至在凌晨两点接到过同事问路的视频通话。



当同事送外卖过程中，出现电动自行车没电、出故障时，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请郭锋前来支援，郭锋则会立即赶往现场，
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他被同事们称为外卖骑手中的“及时
雨”。

当年8月，他作为一线抗疫代表，登上全国总工会的新闻发布
会，向全社会讲述网约送餐员的抗疫故事。

郭锋说，外卖骑手也是这座城市重要的一分子，他愿积极参
与到这座城市的发展中，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