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模范事迹 农村道德模范自荐材料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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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道德模范事迹篇一

孙三华，1979年出生，于2003年嫁到孙村乡新建村一个普通
农村家庭，与韦培琦结为夫妻。婆婆老实淳朴、厚道正直，
丈夫韦培琦是一名手艺工，勤劳爱家。孙三华虽然文化水平
不高，但在父母亲的教育熏陶下，自幼就是一个懂事乖巧、
善解人意、尊老爱幼、和蔼可亲的女孩。从嫁过来起，婆媳
关系一直很融洽。婚后尽管家境一般，但夫妻和睦、家庭和
谐，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2005年丈夫外出做生意，亏了不少钱，不仅花光了家里
的积蓄，而且在外面还欠了不少钱。丈夫从此变得消沉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呆在家里。孙三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生怕丈夫想不开，从此消沉下去。于是苦口劝导，耐心疏导，
对他说“我跟了你，并不是看中了什么东西，而是看中了你
这个人，你的不服输的性格。”在孙三华的鼓励劝导下，韦
培琦慢慢摆脱了阴影，从老本行开始，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
债务很快就还清了，而且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了。但是祸
不单行，又一次的灾难又降临到他们的头上，2008年5月，孙
三华的婆婆因病高烧三天不起，家里人看遍了附近的大小医
院都没有起色，最后送到了芜湖弋矶山医院，高烧是退了，
但从此却落下了后遗症，从此半身不遂，说话口吃、手脚僵
硬，吃饭、穿衣、梳头、起床这些最简单的事都不能自理。
于是，她开始担负起了给婆婆喂饭、喂水，洗脸、穿衣等繁



琐的护理工作。

自2008年5月婆婆生病至今已四余年，孙三华一直待在婆婆身
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从不言弃。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然而老人却是久病床前有孝媳。当初，孙三华既要服侍婆婆，
又要把家里农活也带上，农忙季节她不得不天未亮就起床，
做好饭菜送到婆婆手上，然后出去做会儿事，晚上要收拾家
务到很晚才休息，她起早贪黑，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没有
抱怨，她知道：自己还年轻，只要吃点苦，一切都会有的，
日子也会好起来的。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全家人都健健康
康的，多么简单而又现实的要求。婆婆大小便不方便，便放
了一个便桶在墙角，每天一次清洗;婆婆洗澡要备好衣物、洗
澡水;吃喝拉撒无一不安排得妥妥当当。看着婆婆表达不准确，
生活无法自理，难过又痛苦的样子，孙三华心疼极了。她不
辞辛苦，四处奔波，寻医问药，只要对婆婆病情有疗效的药，
不管多贵，她都省吃俭用买来给婆婆服用。

四年多来，孙三华很少在外过夜，都要赶回家侍奉婆婆，否
则心理不踏实。有次内侄结婚，要到娘家帮几天忙，她硬是
把婆婆带到了娘家。为了让婆婆过得舒心，她买了一台电视
机放在婆婆床头，替她清寂解闷。这些年，丈夫韦培琦在外
面包工程，因为事情忙有时情绪不好语言上冲撞了老娘，孙
三华劝他“家有一老就是活宝，我们也要老呀!”丈夫哭笑不
得，心里暗暗敬佩自己的妻子真是耐得烦呀!雷锋同志曾说：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孙三华同志用十年来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她的为妻为媳之道，
印证了她的孝心，展现了一个农村妇女尊老敬老、淳朴真诚
的博大情怀，塑造了一个农村媳妇博爱、仁慈、善良的光辉
形象。孝在传颂中放射光芒，在孙三华的精心照料下，婆婆
活得很开心，虽然生过大病半身不遂，口齿不清，仍然每天
精神很好，身上干干净净。她经常用别人几乎听不懂的话说：
“儿媳妇好啊，儿媳妇好啊!”



现在整个村的人都知道，都说没有孙三华的孝敬之心，她婆
婆就活不到今天呀!这个家也就不像个家。孙三华的孩子，在
她的感染下，勤奋学习，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十分
尊重孝敬自己的母亲。尊老爱幼成了这个家庭的家风，代代
相传，根深蒂固。孙三华孝顺婆婆，敬重婆婆的举动，深受
周边群众的好评，也深深感染了周边村民，孙三华的事迹在
周边村队广为传颂，大家在传颂中受教育，在传颂中受感动，
在传颂中升华思想，在传颂中学习榜样。有力地倡导了尊老
爱老，敬老养老的优秀传统美德，为创建和美家庭、构建和
谐社会做出了表率，为新建村树立了榜样。

而孙三华却说“我是普通的农民，没什么文化，靠的是没日
没夜的辛勤劳动过日子。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全家人都能平平
安安、和和睦睦的，婆婆就是我的亲娘，我只是做了一个女
儿应该做的。”

道德模范事迹篇二

xxx所在的xx县xx镇xx村小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进村公路
在2012年以前是条泥巴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这成了村
民的一块心病。她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不计报酬，主动
牵头，组织和带领村民把路修好。她积极动员群众，召集大
伙选出了五名村民代表作为修路理事；为筹措资金，她忙里
忙外，东奔西走，不辞辛劳。村民纷纷称赞她为村里办了件
大好事。

邻居王水根、王水江两兄弟先天智力低下，无劳动能力，生
活难以自理。他们的母亲早年病故，2008年父亲王海泉在临
终前将两兄弟托付给xxx。从那天开始，他们两兄弟的吃、住、
穿等，xxx都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因两兄弟无劳动能力，xxx
主动义务帮他们耕种、料理稻谷，教他们生火、煮饭等，解
决吃饭问题。她组织村民并积极带头捐款，在2009年，帮两
兄弟把原有破旧的土木房建成了二间一层的砖混房，改善了



居住条件。她还要负责帮他们浆衣洗裳，照顾冷暖，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不厌其烦，不图回报，像亲生母亲一样，默
默无闻地照料着两兄弟，这让许多村民都翘起了大拇指。

不为私利、舍己为公、带头修路，她是村民眼中的好党员；
义务照顾同村智障孤儿兄弟13年，她是兄弟俩可以依靠
的“好妈妈”。她用无私、善良、孝顺、担当诠释了一个新
时代女性的优秀品质。

道德模范事迹篇三

xxx，男，55岁，中共党员，xx市xxxx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公
司总经理。自2002年建立xx市xxxx有限公司以来，他始终坚持
“以质量求效益”的发展之路，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使涂
镀板材产品畅销国内外，在涂镀板材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品
牌。通过高品质、重信誉、周到的售后服务赢得了众多厂家
的认可。在2003年取得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
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xxx始终坚信“不精不诚，不能动
人”。每每遇到原材料价格上涨，他也坚持履约践诺，不折
不扣执行合同。多年来xxx的公司守信合同履行率达100%，在
行业内连续多年被授予守合同重信誉单位和aaa信用企业。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面对严峻的新冠肺
炎疫情，他主动承担党员的义务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先后
累计捐款563万元。这次对抗击疫情的捐助并不是一个特例，
在抗击sars、汶川地震、脱贫攻坚等一个又一个关键时期，他
总是第一时间组织捐款捐物，累计捐款超千万。捐资助学、
慰问困难群体、安置下岗职工就业……xxx以“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扶贫助弱。

在积极捐款的同时，他的xxxx有限公司大年初一接到了500吨
清洁抗菌专用板材的紧急任务，专供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



座医院建设。面对严峻形势，自大年初二以来他带领公司600
多名员工加班加点共同奋战，及时调整推迟部分国外订单，
加开两条生产线，酸连轧、镀锌、彩涂、调色中心等部分产
线紧急复产，加班加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全力保供生产，
尽最大努力支援国家抗击疫情建设，并指出“凡为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建医院所用彩涂产品，绝不涨价，全部
优先生产，快速发货，及时供给，不遗余力抗击疫情！”一
个月的时间，累计生产2720吨抗菌系列彩涂板材驰援全国抗
疫医院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持防控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阻击
战。xxx说：“企业是在党和政府扶持下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
果得以发展壮大，企业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自己
作为党员，更是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抗击疫情，匹夫有
责。”xxx以“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
终也”的胸怀，践行着自己“尽己所能回报社会”的诺言，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道德模范事迹篇四

全国道德模范是2007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举
办的评选表彰活动。

全国道德模范平均每两年评选一次，分为“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5个类型。

道德模范事迹篇五

她是开在戈壁滩的铿锵玫瑰，将一片片荒芜变成丰收的田地；
她不畏艰难，开拓创新，靠着双手收获了幸福生活；她叫吕
百慧，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四团九连的一名党员
职工。

从普通群众到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吕百慧依靠兵师团



党委各项惠民政策，围绕种养结合创业创新，积极探索多元
增收途径，在她自己富裕起来之后，还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
之路。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1年8月“中国好人榜”，吕百慧光
荣上榜。

艰苦创业探索致富之路

1995年，21岁的吕百慧和丈夫李新疆一起从四川老家来到兵
团创业，初到八十四团九连，职工们的热情和朴实一下子打
动了吕百慧。很快，她和左邻右舍就相处得像一家人。

前几年，夫妻俩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干活，他们开荒造田、打
井、承包土地，住的是四处漏风掉泥的土坯房。没有资金，
就向朋友和银行贷款。遇到种植管理中拿不准的，夫妻俩虚
心向连队干部、技术人员和老职工学习。可是收成不见好，
吕百慧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但她心想，既然开始做了，
就必须坚持到底。

凭着这股韧劲，夫妻俩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创业初期。2012
年，吕百慧把低产田改造成了节水滴灌田，水肥有了保障，
作物的产量上来了，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多年的辛苦总算有
了回报。“都说幸福的日子比蜜甜，看着丰收的庄稼，我才
真正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吕百慧开心地笑了起来。

工作中遇上困难，吕百慧也不退缩，她在得知连队冬麦计划
种植面积的任务没有完成后，就找到连领导要求主动种植240
亩冬麦。她虚心向连队干部、技术人员和老职工学习种植技
术和病虫害防治的方法。有时请他们来到农田里现场咨询，
还将所学技术传授给职工群众。在承包土地的20年当中，吕
百慧每年都把所有农产品交售给团场，带头完成连队的交售
任务，近几年她们每年的土地收入达30多万。



成立合作社带领大家共同增收

穷而盼富不失志，富而思源不忘本。走上致富路的吕百慧没
有忘记帮助过自己的连队职工。2017年，她和丈夫牵头成立
了新惠养殖合作社，带领身边的职工群众发展养殖。

夏里哈尔・队山别克是连队年轻职工，小伙子勤劳肯干又有
想法，加入合作社后，经常和吕百慧一起交流经验、研究市
场行情，在养殖生产上相互帮助。经过两年的发展，他的牛
越养越多。“我加入合作社后，收入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
好，特别感谢吕阿姨的支持。”夏里哈尔・队山别克说。

九连哈萨克族职工伊力缺乏种植技术，地里的收入不高。吕
百慧不仅手把手传授种植管理经验，还帮助伊力垫付了女儿
上大学的3000元学费。

这两年，吕百慧抓住牛羊市场行情好的有利时机，帮助社员
们扩大养殖规模，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共同增收致
富。她经常说：“种地也好，养殖也好，都要有一种坚韧不
拔的精神。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先苦后甜的，致富也是一样。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输就一定有收获”。

不忘初心热心公益事业

“兵团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现在我的生活好了，能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帮助他
人是吕百慧的初心。

每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她都会和妇联一起慰问贫困妇女，
给她们送去面粉、清油等生活物品；每年六一儿童节，她都
会给家庭困难的孩子送去节日的礼物；每到春节、重阳节，
她还经常去团养老院看望老人等等。

“老一辈兵团人为团场的建设做了一辈子的贡献，没有他们，



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希望这些老人
在晚年能得到更多的关心。”吕百慧说。老军垦身上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她。正是这种精神，让她
选择了留在兵团，把根扎在了团场。

2015年春节，吕百慧给养老院的每位老人送去了帽子、手套
和棉鞋，还把养老院装扮一新，增添了节日的氛围。2020年，
她积极响应全团全民抗“疫”的号召，为团场疫情防控的一
线医护人员、干警等送去水果、牛奶等慰问物资。近些年，
吕百慧慰问资金累计达10万余元。

多年来，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与使命。“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要向老一辈兵团人学习，
力所能及的去帮助身边人，让更多的职工群众过上好日
子。”吕百慧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