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看时代楷模情况报告(模板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观看时代楷模情况报告篇一

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数十年来扎根基层
一线，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展现了党员干部强烈的责任担当、
真挚的为民情怀。近日，中宣部授予毛相林“时代楷模”称
号，他的感人事迹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

“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着下庄人一锤一凿，凿通出山路，
现在又带领村民迈向致富路。这种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愚
公移山的坚韧精神，值得我们年轻干部学习。我们要为人民
群众做实事，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重庆市巫山县下庄
村驻村干部周勇说。

“学习了毛相林同志的事迹，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地
被打动。”重庆市南川区庙坝村第一书记宋建峰说，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从毛相林身上学到很多。在关键时刻，一定咬
紧牙关，冲锋在前，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重庆市巴南区圣灯山村扶贫干部谢志耕说，下庄人脱贫摘帽，
毛相林这个带头人起了重要作用。他要以毛相林为榜样，时
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重庆市綦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科长谢邦金说：“毛相
林是当代党员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认真学习他不等不靠、艰
苦奋斗的精神，引导退役军人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旭表示，激发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毛相林等下庄人不等不靠、
艰苦奋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崔冬赟表示，青年大学生要学习
毛相林的奋斗精神，立志到基层去，将青春的“小我”融入
到社会的“大我”中去，让青春之花在广阔天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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酃峰宾馆三号楼，五楼会议室。电子屏幕显示着“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调研会”。会议室坐着近百位战斗在炎陵脱贫攻坚
战线的关键人物。

黄诗燕穿着那件人们熟悉的黑色夹克衫，脸色明显憔悴。当
他发言时，人们吃了一惊。他的声音很低沉，甚至听不太清，
只讲了20多分钟。

书记今天怎么了?疑惑与不安浮现在人们心头。炎陵县委副书
记饶祥明主持会议，特意在黄诗燕讲话结束后，重复了他提
出的几点要求。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黄诗燕作为炎陵脱贫攻坚“一线总指
挥”发出的最后一道战斗令。

他愿意这样悄悄地回家。“他平时最怕的，就是麻烦别
人。”妻子彭建兰懂得他的心。令她痛彻心扉的，是11月24
日，她没能说服身体不舒服的黄诗燕留在株洲的家，留在她
身边:“他说第二天有工作，连夜赶回了炎陵。”

回想黄诗燕最后的生命轨迹，人们感慨，为了脱贫攻坚，为
了美丽幸福新炎陵，他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11月24日晚，他因胃部剧痛彻夜未眠。



11月25日，他没吃早餐，去县医院检查，发现胃和心脏都有
一点问题。但他只吃了点胃药，就赶去参加了炎陵县中医院
新址落成活动。

11月29日早晨，黄诗燕只喝了点稀饭。饶祥明劝他不要去开
会了。但黄诗燕说，脱贫攻坚是大事，必须参加。

(11月25日上午，炎陵县中医医院新址正式运营，黄诗燕出席
揭牌仪式，随后视察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和县人民医院。)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是民生工程，压倒一切!”

“切实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落实、落细、落小，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与会者的笔记本上，留下了黄诗燕的最后嘱托。

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
人口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办主任。

从市委大院到边陲山区，也有人背后咬耳朵：还不是镀镀金，
过两年“曲线救国”，进城升官咧。

黄诗燕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
峰酃峰下，旅游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
英华向他诉苦：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用
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25户80余人，年人均
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
谭忠诚聊起了炎陵的黄桃。上世纪80年代，县农业局从上海
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
但历经近30年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家底：，全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的52.8%、38.8%;按当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全
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沉甸甸的数据让他寝食难安。历史的机遇，更让他深感责任
重大。

贫困是文明社会的顽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许下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
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党带领人民栉风沐雨，接续奋斗。205
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将罗霄山片区列入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炎陵县纳入了罗霄山片区国家级贫困县，成为国家新
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11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脱贫攻坚大战打响。炎陵扶贫的
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这个出身农家、毕业于农校、对农民
一腔深情的湖南汉子肩上。

炎陵，这片浸透着革命烈士鲜血的热土，也似乎一直在等待
一个领军人物的到来，他将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凝聚起这
片土地积蓄起来的所有力量，打赢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



炎陵脱贫攻坚，路在何方?

2012月27日。在炎陵县县长文专文的办公室里，文专文指点
着墙上一幅炎陵县地图，感慨黄诗燕作为炎陵脱贫攻坚的设
计师，政治站位高，富有战略眼光。

“黄书记将炎陵作为一个大整体来规划，提炼出‘四老四
地’的特点：老祖宗安寝福地、老人家革命圣地、老天爷生
态宝地、老百姓宜居乐地。他坚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工业、
文化旅游三大产业，并通过修建102公里的旅游环线，改变了
炎陵千百年来东、西、南不联通的交通格局。实践证明，这
条路走对了。”

(203月16日，黄诗燕看望慰问炎陵县的老红军。)

炎陵县副县长陈黎明，同样佩服黄诗燕的前瞻性：“山沟沟
里的县委书记，眼光放得很长远。，黄书记提出了守住‘绿
水青山’是炎陵人民的第一选择，实现率先全面脱贫、率先
全面小康是炎陵人民的第一梦想。他很有定力，看准了、盯
下去，一张蓝图干到底。”

2017年，炎陵县成为全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
生率从20底的16.57%下降到2017年的0.65%，实现高质量脱贫。

10月19日，炎陵县召开全县脱贫摘帽总结表彰暨巩固提升动
员大会。黄诗燕向全体与会人员深深鞠躬，讲话非常动情，
很多干部都流下了眼泪。当他讲到“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
马革裹尸还”时，还脱稿说，大革命时期有3万多炎陵人为革
命献出生命，希望大家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继续努力。

“黄书记为炎陵脱贫而来，为炎陵脱贫而去。”文专文红了
眼圈：“你看这幅株洲市地图，从株洲到炎陵，就像一列火
车从车头到车尾，来回近500公里，要花五六个小时。黄书记
跑了差不多9年。单是坚持做到这一条，就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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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抱怨无所事事的同时?还有一些人坚
持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前线，用自己的平凡之躯
为身后的亿万中国人筑起防护的堡垒，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大家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在他的
眼里分明能看到泪光。84岁，本是应好好休息的时候，您却
选择日日夜夜为我们操劳，为了14亿人，您辛苦了!

在我们看来，这个春节少了，许多聚会游玩的机会，但至少
我们是和家人在一起，而那些白衣天使们放弃了回家团圆，
而是选择留在前线，他们的年夜饭，不过是方便面，蛋黄派
等零食。86岁的董宗祈教授，坐着轮椅一上午看了30多位病
人，很多人担心老教授的身体，他却说我这一辈子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救人吗?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可以吃得消，没问
题。看了一辈子的病，救了无数人，他们早该停下来歇一歇，
却依然为了病人，义无反顾冲在第一线，像董教授这样的英
雄们，还有很多。一位不知名的医生接诊了101名病人，却依
然向接待第一名病人是那样精神饱满，桌上厚厚一摞生死状，
承载着他们，即使有去无回，也初心不改的决心!一位全副武
装的医生，望着千米外七岁的女儿流下热泪，仅一道急诊室
的房门成了妇女间最遥远的距离。大年30的夜晚，他们与家
人告别奔赴前线，他们难道不想与家人一同吃着年夜饭，安
心过年吗?他们想他们那满含泪水的眼中充满不舍，但他们不
能因为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有小家才有大家，扶危度，
厄医者担当。”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有天使，那一定就是这般
模样!

白衣天使们在前线努力，他们的背后也有许多人为他们打气
助威!湖州，一名83岁的老人来到社区，在桌上放下整整一万
元钞票，而后他朝工作人员深深鞠了一躬，他不求留名，只
求为国家出一份力。一万元对于本不富裕的拾荒老人来说，



这得多少个日夜才能积攒下来!然而知道国家有难，他却没有
一丝犹豫，在海南海口一家便利店，老板有六万只口罩，却
只送不卖，免费发放给市民。某派出所一名男子匆忙丢下500
个口罩，说了句你们辛苦了，转身就跑，民警急忙去追，却
没能追上，最后望着那小伙的背影，敬礼致敬!

虽然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但为了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你们
都是民间英雄!

或许我们不能在前线医治病人，不能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
我们仍能为抗击病毒尽一份力。在当下和陌生的人的每一次
接触和联系都可能会造成新型冠病毒的传播。过去我们常常
会抱怨太忙，很少在家休息，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我们需要
做的，不过是少出门聚会，戴口罩不添乱，尽量远离密集人
群，尽量减少人员流动，这难道很难吗?比起那些人坚持在前
线的英雄们，这些都微不足道。我们用暂时牺牲一次聚会的
快乐，换来更多的最安全健康，给前线的工作人员减轻负担，
不仅为了自己的安全，因为社会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呢?况且
在电子资讯发达的今天，家庭聚会，可以暂时用现代化手段
代替。通过视频聊天，语音聊天，向对方表达，深情祝福向
老人们表达内心的孝敬，天涯亦是咫尺，我宅我骄傲!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在这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是你们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筑起了防护的堡
垒，使这个寒冬因一点一滴爱的汇聚而变得格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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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上午，炎陵县召开会议，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巩固提
升工作。

当天早上，县委副书记饶祥明和黄建中劝黄诗燕不要参加会
议，注意休息。黄诗燕说，“扶贫是大事，我当然要参
加。”



自担任炎陵县委书记后，黄诗燕就把扶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他说，“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脱贫功成，
务必在我。”

“黄书记对脱贫攻坚倾注了太多心血。”县委办副主任陈德
望说，大到重要节点的安排、重大文件的制定、重要举措的
出台，小到贫困户建档立卡手册，他都逐一梳理、逐一审定。

“炎陵县120个村，他都去过，几乎每个月有一个星期，他是
在走访贫困户。”炎陵县民政局局长吴集会说，走访完后，
都想着如何去解决问题。

，大源村成为黄诗燕的扶贫联系村。村支书唐自华说，“书
记到村里的那一天就把村民召集起来，听取意见。有村民说，
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打不通;交通不便……最后，这些问题很
快解决了。”

，炎陵县贫困发生率由19.5%下降为0.58%。这年8月，经过国
家专项评估检查，省政府批复同意炎陵县脱贫摘帽。

炎陵县虽然脱贫了，但黄诗燕并没有停下脚步。在上述扶贫
会议上，黄诗燕已显得憔悴，说话的声音较往常小了很多。
但他却坚定地说，要进一步提神提劲，克服“疲劳、松懈、
麻痹”情绪，把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作为头等大事抓实抓好，
切实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当时，他可能用坚强的毅力支撑他讲话，最后一点力气也
用在了扶贫攻坚工作上。”大家纷纷感叹，黄诗燕的眼里都
是脱贫，唯独没有他自己。

观看时代楷模情况报告篇五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四面均是悬崖绝
壁，犹如困在深井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天坑村”。不甘



心“坐井观天”的下庄人，决心在绝壁上凿出一条“脱贫
路”，彻底打破村里世代沿袭的贫穷命。从开始，历经7年，
殉工6人，100多名村民靠肩挑背扛，用双手凿出一条8公里长的
“血路”。当地干部认为，“下庄精神”是愚公精神的当代
延续，下庄人不等不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具
有鲜明时代意义。

“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
是下庄村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打油诗。“19以前，全村397个
人中，将近一半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绝大多数人没见
过电视，更别说高楼和汽车。”62岁的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
相林说，从他记事起，因失足坠崖、飞石砸中而意外身亡的
村民就有30多人。

村里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是接近垂直的后山以及山上的108道
“之字拐”。村民们去巫山县城，要经由险峻的古道翻越悬
崖，一来一回至少4天。因为交通不便，村民种出的农作物，
要么自己吃，要么喂猪，而猪因为运不出去，喂得再肥也换
不来钱。

1997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在县里干部班培训时，
看到过去同样封闭落后的邻村，如今已是家家电灯亮、户户
电视响、幢幢洋楼起、路上汽车忙，被深深地刺激了。“我
要修路，再难也要修，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这
个男人暗下决心。

回到村里，他立即召集全村人开院坝会，把修路的想法跟村
民们说了。一听说要修路，村民们纷纷摇头，说不可能。可
毛相林并没有泄气，他耐心地给大家做工作：“山凿一尺宽
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如能前进一丈，绝不后退一尺。我
们修不完还有儿子，儿子修不完还有孙子，总有能修完的一
天。”



毛相林的坚定，让很多村民从他身上看到了走出大山的希望。
“修吧!”“我同意修!”“我也支持修!咱不能一辈子当穷
汉!“村民们纷纷响应。一个“愚公移山”的当代故事，便在
悬崖峭壁前展开。

这条路，远比想象得更难修。四周都是陡峭岩壁，连落脚之
地都很难找，更别说在上面施工了。但下庄人并没被困难吓
倒。几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腰上系一根长绳，徒手爬上悬
崖，悬在半空钻炮眼。他们安装并点燃炸药，然后把身体紧
紧地贴在崖壁上，以防被飞石击中。

纵使格外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8月14日晚，26岁的村民
沈庆富找到毛相林，希望请两天假回村看看打工回来的妻子。
得到同意后，沈庆富十分高兴，趁着天没全黑又去撬石头。
突然，一块巨石从他头顶上方落下，沈庆富瞬间滚下了几百
米深的山谷。直到第二天，村民们才把他的遗体从山崖下收
上来。

沈庆富的意外，并没有让下庄人产生动摇。他们安葬了沈庆
富，立即又投入了开山凿路。然而，仅仅过了50天，不幸又
降临到下庄人头上。36岁的村民黄会元正抱着钻机打炮眼，
被突然滚落的石头砸中身亡。

接连发生的意外，让毛相林无比愧疚，黄会元灵前，全村的
村民自发聚集起来，为这位专门从外地赶回来修路的壮士送
行。看着黄会元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颤抖着说：“这路
要修下去，可能还要死人。今天大家表个态，路还修不修?”

“修!”人群里有人大声说。喊话的人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
坤，他说，“我儿子死了，但他死得光荣，路必须修，不能
让他白死了!”听到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语，村民们修路的决心
更加坚定了。

此后，又有4名村民为修路献出宝贵生命。但对笃定的下庄人



来说，为了走出天坑，拔掉穷根，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下庄人认死理，一条道
走到黑!”毛相林说，村民们白天修路，晚上住在山洞里，留
守在村里的妇女和孩子种田、送饭，全村没有一个闲人。

，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村的“愚公”们用了整整7年时间，
终于在绝壁上凿出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下庄通路
了，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这是他们走出天坑的路，也是
他们走出贫困的路。

路开天地宽。通了道路的下庄，第一件事是摘掉“贫困帽”。
脱贫靠产业，有了道路的下庄人，大刀阔斧地发展起了产业。

近年来，为了帮村里找“项目”，毛相林和村干部到处偷师
学艺、打听销路。听说曲尺乡的柑橘种得好，他们就去了曲
尺;听说双龙镇钱家坝的西瓜供不应求，他们又去了钱家坝。

在村干部带动下，村里种了300亩西瓜、630亩核桃、200亩烤
烟、650亩脐橙，甚至过去卖不出去的红薯、玉米、马铃薯，
由于生态环保，也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一些人还专门开
车到下庄来“扫货”，村里人喂的猪也早被人预订。

20，下生村率先在全县完成整村脱贫。满脸皱纹的毛相林欣
慰地说，修路前全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元，如今年人均收入
达到1.2万元，是原来的40倍。

摘了“贫困帽”，下庄人并没有停步不前。发展乡村旅游是
毛相林的新梦想。“我们这里抬头是景，很适合发展乡村旅
游。”毛相林说，3年前他带头改造自家房屋，办起了村里第
一家农家民宿。每年巫山“红叶节”短短一个月，民宿就有
上万元的收入。

在毛相林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吃起了“旅游饭”。，巫山县
投入资金，帮助下庄村实施民宿改造，建成了19栋34户风貌



统一的乡村民宿，还有65栋79户在规划建设中。“不但我们
能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毛相林说，如今村里
与巫山县博物馆合建的下庄人事迹陈列馆已初具雏形，今后
村里还将打造“下庄古道”“桃花源”等旅游景点，让游客
走进来、留下来。

“修路让我们脱了贫，发展旅游会让我们奔小康。”毛相林
说，现在两成村民的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2.5万元，再过两三
年，等旅游发展起来，村民的收入还将大大增加。

“下庄人不等不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品质，不但在三
峡移民时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在脱贫攻坚时期也
时刻传递着正能量。近年来，下庄精神作为当代版的‘愚公
精神’，一直鼓舞着巫山干部群众砥砺前行。”巫山县委书
记李春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