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人好事事迹材料(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一

李黎明，男，1998年12月退伍后，他被分配到林业处苍石林
场工作。

李黎明是个踏实敬业的人。20xx年初，林场安排李黎明到条件
异常艰苦的牛肺沟护林，负责守护9780亩林区的3百多万颗林
木。这日行一趟的“必修课”，他是用双脚徒步走完这40多
里的崎岖山路。18年来，他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地走了46万
多里，相当于沿着中国陆地边境线走了近10圈。

李黎明是个任劳任怨的人。李黎明值守的护林点位于林区深
处，交通相当闭塞、条件异常艰苦，粮食蔬菜通常隔一段时
间往山里背一回，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夏天就喝溪沟
水、冬天则嚼野坡雪。刚刚度过39岁生日的李黎明，却是一
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有点驼背的“糟老汉”。尽管如此，
李黎明却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李黎明是个一心都只在工作的人。护林点不通车、不通电，
甚至没有广播和通讯信号，最近几年，护林点逐步覆盖了广
播信号，李黎明的生活中才添加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上任
之初，从护林点到最近的汽车站要走36里山路。他常常要十
天、半个月才能下一次山，到了防火期更是要4个月都不能下
山。婚后的13年里，他下山回家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年，有9
顿年夜饭都是在护林点里吃的，快9岁的儿子至今还常常错把
这个很少回家的爸爸叫“叔叔”，每每到这时，这个平日里



坚强的汉子都要忍不住流下泪水。

李黎明是个认真到“较真”的人。牛肺子沟林区沟深林密、
资源丰富，是不少想发歪财之人“惦记”的“肥肉”。之前，
林区内乱砍盗伐、偷挖山苗现象时有发生。李黎明到任后，
这个“缺口”就被堵死了，也因此断了一些人的“财路”。
有人找过他，求他“睁只眼、闭只眼”;也有人劝过他，让他
多想想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没工作的实际困难;甚至有人骂
过他、诬告他、打过他，可他一律“不开窍”。时间久了，
他又多了个外号——叫“黑脸包公”。

有一次，李黎明巡山时发现了盗伐分子留下的车辙和拖痕，
为了将保住国家财产，他在来不及向上级报告的情况下，只
身一人循着印迹展开追踪，翻山越岭几十里，浑身汗水湿得
精透，终于追回了被盗林木，就连落网的盗伐分子都只能无
奈地说：“遇上这么个拼命三郎，我们只好认栽了!”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二

四年级的暑假，我参加了一元慈善家活动，赢得了去云南的
机会，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今天，我还收到了云南小朋友
的回信和礼物。

时间过去了半年多，但云南的所见所闻，还是记忆犹新。去
昆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仁德新田小学结对的路上，经过的
都是崎岖的山路，地上则都是牲畜的粪便。和我结对的同学
叫张金圆，已经上初中了。我去了她的家里，屋子里很暗，
连个灯泡都没有，为了生活，她们家前半部分开了个小卖铺，
后半部分就是她的家了。她家里有张破旧的沙发，沙发里的
弹簧已经没用了，一坐下去，我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蚊子
在我耳边叫个不停。家里的饭桌只有我家两把小凳子拼起来
那样大，还非常旧。张金圆告诉我，他们这里的人平时一天
就吃两顿饭，就是早餐和晚餐，每日重复着吃地里种出来的
土豆及白菜。想到自己的家装修豪华，爸爸、妈妈每天给我



吃最喜欢吃的鱼、虾……而他们的生活这么艰苦，差别真是
太大了，我真应该好好珍惜。

当晚，在宿舍里，我和同去的“一元慈善家”们聊着结对同
学的生活，盖着学校准备的粗糙的毛毯，我的心中久久不能
平静，翻来覆去睡不着。云南小朋友的艰难生活令我感到惊
讶，我万万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人过着这么贫穷的生活着。
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我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组织并参加了各项慈善活动，筹集
到了5000多元钱，全都捐给贫困山区儿童建图书馆，还给我
的结对伙伴张金圆寄去了一顶帽子，让她在冬天不再寒冷。

20xx年1月15日，我还参加了一元慈善家表彰总结会，会上我
们通过视频回顾了一元慈善家整个暑假生活，心中有无数的
话语想表达出来。暑假中那份辛苦，那份开心，是他人无法
感受到的。最后，我还获得了“爱心创意奖”称号，并获得
了礼物“小熊储蓄罐”。我们约定，每天往储蓄罐中塞入一
元钱，直到年底，再次聚会，并将积攒的钱合起来，为云南
小朋友再多建一座图书室!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助人，我快乐!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三

从20xx年开始，当每年春秋换季之时，驻平65571部队某连队
的官兵们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家住铁西区北沟街西二
里委七组的老人每在这个时候都会把自我亲手缝制的拥军鞋
垫拿到连队，亲手分发到部队的战士手中。

今年76岁的，从原市二轻局秘书科退休，是一名有着47年党
龄的老党员。老人有三儿一女，各自成家，他和老伴张玉平
独自生活。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组织部门把他的关联转
到了北沟街社区，便在西二里社区这个大家庭里发挥着余热。



2019年的夏天，西二里社区与驻平65571部队某连官兵一齐联
欢，得知战士们离家都很远，平时训练很艰苦，鞋垫磨损得
也十分快，外面买的鞋垫不结实，用不了几天就穿破了。联
欢会结束时，老人为部队战士缝鞋垫的念头油然而生，他的
想法得到了老伴张玉平的大力支持。他们每年都会根据共建
连队的官兵需求，为大家制作拥军鞋垫，之后，又开始为连
队的战士们制作帽子和手套，从2019年至今，他已经做了超
过700双鞋垫，不仅仅温暖了官兵们的双脚，更温暖了他们的
心。

老人会缝鞋垫缘于他年轻时学过缝纫手艺。17岁那年，他在
四平市工艺绣品厂当工人时，向厂里的师傅学习并领悟了缝
纫和刺绣，之后，家里买了缝纫机和码边机，一些缝缝补补
的活计就在家里解决了。说，"缝制鞋垫也要讲究技巧，布料
务必铺平，针线还要匀称，否则硌脚。"闲不住的老人用退休
金买来线团和大绒面料。为了保证鞋垫合脚，他特意要来了
每个战士的鞋号。

说起制作拥军鞋垫等物品的时候，王老露出了愉悦幸福的笑
容:"我对子弟兵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说句心里话，缝制鞋
垫的工序很复杂，要经过黏合、裁剪、缝制等步骤。老伴张
玉平先将垫布一层一层地挂浆、粘贴，烘干后，他再照鞋样
裁剪，最后一针一线缝制，一双鞋垫要缝上几百针。65571部
队某连战士李青海对记者说，王大爷很辛苦，经常来帮忙咱
们，他缝制的鞋垫吸水性好，牢固，冬天穿起来很舒服、很
暖和。今年，又给咱们炊事班做起了帽子、套袖。一次，王
大爷在给部队送鞋垫的时候，一位山东籍小战士紧紧握着老
人的手说"咱们必须不辜负您的期望，必须站好岗，放好哨，
做优秀的士兵。"共建连队的穿过鞋垫的战士高双印把老人的
生活挂在了心上。今年夏天，高双印等三名小战士打着雨伞，
抬着一箱新鲜蔬菜找到老人的家，战士们把亲手栽植的茄子、
柿子和黄瓜等蔬菜送给王大爷。老人被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深
深地感染着。



西二里社区主任陈世艳对记者说，王大爷为社区做的事从来
不和别人提起，但也有人讽刺过他，"哎呀，老王头，你没事
就帮社区、帮部队做活，你得到什么好处了，"王大爷只是微
微一笑，什么也不说，挺坦然的就过去了。他就是凭心去做，
去感染身边的人。几乎西二里社区的每个居民都认识老人，
社区老年活动室方凳上的坐垫是他亲手缝制的;社区里40多平
方米的老年秧歌场地是他一锹一锹平整的;居民邻里纠纷是他
赶去进行调解和好的。与老人家住一个楼栋的西二里社区居
民吕连霞说，是咱们社区的优秀共产党员，经常为咱们服务，
缝制暖气片套，还给咱们做鞋垫，正因王大爷也很大年纪了，
他还帮咱们做这些，咱们很感动。这不，社区那套新棉裤、
新棉袄是他刚刚送来准备捐给四川地震灾区的......。他做
的每一件事都让大家感到钦佩。

居住的北沟街西二里委曾是我市的棚户区改造1号地，去年夏
天，和其他1000多户居民高高兴兴地回迁到被命名为"滨河家
园"小区，今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暖气楼。"这楼房建的多好
啊，此刻屋里热乎乎的，阳光一进来，满屋子通亮，棚户区
居民生活很幸福，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安度晚年，能够为战士
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到欣慰，我对子弟兵有着一种特殊的
情感，我要为战士们继续缝制下去，"老人自豪地说。(关心
的话语)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四

在大彭实验小学三年级三班，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她虽然
不是很漂亮，但却有着一颗善良真诚的心灵，她个头虽然不
高，但却有着一股执着向上的追求，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却
有着一腔勇于负责的精神，多年来在老师和父母的教育下，
在自我的努力下，她德、智、体、美、劳得到了全面发展，
成了同学们学习的榜样。

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担任所在班群众的班长，在老师的关
爱下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出色的表现和真诚的付出，赢得了



大家的信任、同学们的信赖、家长们的喜爱——她就是三年
级三班的族彤彤同学。

她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乐观向上。从踏入小学校园连续三
年来，先后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少先
队员，还多次在绘画、书法、运动会等活动中获奖。

她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灵。有人说，金子是最纯美的，但比
金子更美的是人的心灵。族彤彤同学有一颗洁白无暇、善良
真诚的心灵，她心地善良、追求纯真、无私无邪。在家里，
对待亲人，关注亲人的冷暖，经常帮忙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打扫卫生，摘菜洗菜、洗衣服，让亲情其乐
融融。对待邻里，她礼貌礼貌、与人为善，休息时光绝不会
制造噪音影响邻里的休息，深得邻里喜爱。在学校，她有一
颗真诚的爱心。对于困难同学，她总是乐于伸出援助的小手，
助人为乐，真诚奉贤，有时同学忘了带课本回家，她明白后
总是赶紧做完作业把课本借给同学使用。对于学习上的后进
生，她也是及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忙，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对于博大复杂的世界，她有一颗天真的童心，小留意灵装满
了追求真、善、美的理念。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篇五

她，82岁，省吃俭用，将自己仅有的房子卖掉，只为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没有钱请保姆照顾自己的晚年生活，却将积攒下来的一
万元在国家首个“扶贫日”捐助给了20名残疾康复者。

她，就是拉巴卓玛，一位平凡普通却又让人心生敬爱和尊重
的老人。

初见老人，是今年10月17日在区残联办公室。当问及为何要
为一位老人、一万元举办一场专门的捐赠仪式时，区残联理



事长黄建国感慨地说：“因为我们全体职工、康复中心的全
体残疾康复人员，都被拉巴卓玛老人这种无私的大爱深深地
感动。82岁的老人家不图名不图利，靠着一分一分积攒下来
的积蓄来帮助别人，这种善心值得尊重，更值得我们所有的
人学习……”

捐赠仪式上，受捐的残疾人康复者们纷纷自发地给老人家献
上哈达。可在接受了一条哈达后，老人婉拒了后面的哈达，
理由很简单，一条就可以了，多了浪费。老人简单而又朴实
的话语让人顿时觉得鼻子一酸。“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
不愁吃不愁穿，节约下来的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让我很
开心，很满足。他们都还是孩子，我这一点点的帮助希望能
让他们开心一点儿、幸福一点儿。”当在场的人向老人鞠躬
以示感谢的时候，老人笑着说。

其实，说起老人的爱心故事，要追溯到2008年。2008年汶川
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爱心人士的关注。作为第一建筑公司的
退休职工，拉巴卓玛老人当时并没有太多积蓄，就捐了100元
钱。这件事情以后，老人一直感觉很歉疚。“那么多人没吃
没喝没地方住，我却只能捐出100元，我每天都很自责。为此，
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单位分给自己唯一的住房卖了，
卖房的10多万元钱委托给自治区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同
志的帮助，一笔一笔捐给有需要的人，直到用完为止。”说
起卖房的这一举动，老人没有半点悔意。

走进老人租住的屋子，映入眼帘的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和
一台老电视机。“房租是我目前最大的一笔开销。根据我的
情况，本来可以到养老院生活，但是我身体还很硬朗，不想
给政府添麻烦，所以就一直自己一个人住着。我每个月的退
休金有2000元，我还要继续攒钱，到1万元就捐出去给有需要
的人。”老人一边忙着给我们倒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听
到老人的话语，随行的同事终于难控情绪哭出了声：“一个
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却时时惦记着别人。”听到同事的哽
咽声，老人走过来，抱着她笑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多做



好事，心情好，身体就好。这可是我健康的秘诀!”

眼前的一幕，让记者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一个典故：相
传，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只有每年秋分时节会有一米长的阳光
照下来，传说被这一米阳光照到的人就能拥有美丽的爱情。
现在在记者心里，老人就如那一米阳光，而被她帮助的人恰
如被阳光照耀的人，相信他们必将有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