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通
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一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当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__时刻保持高度党员责任心，牢记作为
一名医者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守
好一扇门，温暖一座城”应该是对__市金安区妇联__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最好诠释。新年伊始，病毒肆虐华夏大
地，防控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公务
员，__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女党员、妇联干部担当与风
采。

勇做“逆行者”，这是对初心的最好诠释在收到__市金安区
委组织部印发得《关于城市社区选派干部开展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后，__积极报名，主动请缨，和千千万万的基
层一线干部一样，没有什么防护服，一个口罩就是她全部的
防护“家当”，但是带着使命、有着担当，她说自己不怕，
前期每天的入户宣传，现在每天的卡点值守，她始终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好每件小事。由于小区实
行半封闭式管理，居民进出不是很方便，为了解决包保小区
部分年龄大、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买菜、买药等实际困难，她
在给居民登记发放出入卡片和登记外来人员进入小区时，便
留心摸排的老弱病残困户，逐个登记造册，在区妇联党组的
组织下建立了一支“跑腿小分队”，她又多了一个身
份：“快递员"，她和妇联其他一起，为小区的21户老人送
去“服务袋”，暖心地交代着：“老人家，能不出门不出门



哦，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您办，现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如果万不得已要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但是作为一名基
层工作人员，在别人不出门的时候，她逐户敲门送上明白纸，
并叮嘱做好防护。在别人陪伴孩子的时候，她甘愿在风中坚
守，检查是否有群众聚集聊天，是否有群众到处遛狗，是的，
她所作的一切，就是最大程度确保群众安全。

防患于未然，就是对防控工作的最大贡献疫情防控最难、最
有效的就是阻止扩散，如何做好严密防控，避免密切接触是
工作的核心。最土的办法往往也是最好的办法。为此，按照
部署要求，__甘当小区“守门人”，从早到晚，严密防控出
入人员，严格做好各项排查登记，耐心劝阻，积极宣传。半
个多月来，__一直奋斗于防控第一线，未和家人共进一顿餐。
因为她深知，阻止接触就是阻止扩散，就是对人民安全的最
大保障。防患于未然，才是防控工作的最大成效。劝阻过程
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不理解的群众，但
是“特殊时期用特殊手段，有股子干劲。我们的干部就应该
这样，有些举措在常人看来可能有点偏激，实际是为了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就算受点怨气，甚至挨几句骂，
也是值得的。”__如是说。

无问于西东，才是新时期党员的最美情怀“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在疫情控制的关键时刻，
基层的党员干部们积极主动参与到防控疫情最前线，“大爷，
您忘戴口罩了。”“大妈，您出入证带了吗？”“大姐，您
有什么，我帮您拿。”“别慌，来量个体温。”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简单，但是由于有些人不理解、
不配合，需要反复的解释、说明，这就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
心和细心，而__充分发挥了女细心、耐心的特点，一次次、
一遍遍，不厌其烦，有时候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但是她说：
相比于医生护士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应该站好自己
的岗、担好自己的责！每天清晨出门，等晚上回到家忙完所
有的事，孩子也早已入睡，很难有亲子时光。做好自己的每
一项工作，做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让疫情止于自己就是对



自己最大的褒奖。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二

邹__，女，__区__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院感负责人。

自__区新冠肺炎集中医学观察点成立以来，她是第一批主
动“请缨”入驻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的医护人员，始终坚守
在最危险的防疫第一线。截止目前邹__已在集中医学观察点
坚守100余个日夜，为850名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提供医疗服务，
并组织开展院内外防疫知识、院感培训12次，覆盖医务人
员1000余人次。

自__区新冠肺炎集中医学观察点成立以来，她是第一批主
动“请缨”入驻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的医护人员，始终坚守
在最危险的防疫第一线。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集中医学观察点实行全封闭管理，邹__
身兼数职，为留观对象测体温、开展医学观察，做好房间消
毒及特殊垃圾装袋处理，还要负责送餐、开展心理疏导……
在集中医学观察点她不仅是护士，还是护工、酒店服务生、
心理咨询师、留观对象的朋友和家人。

由于疫情突然，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尤其珍贵，防
护服为一次性连体设计，上一次厕所，就意味着要重新换装
再返岗，那样也就会多消耗一套防护服。为节约防护装备，
她每次穿上防护服后，都要尽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不吃不
喝不上厕所，在隔离区了，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她用行动
生动诠释了为患者服务、与病魔较量的医者仁心。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三

孙__

__区疾控中心办公室科员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作为__区疾控中心办公室的一员，
孙__第一时间响应号召，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责任心迅速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她甘当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颗螺
丝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疫情宣传、防控值
班、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哪里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疫
情防控，宣传引导是重点。为了引导广大群众理性认识疫情，
科学做好防护，她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加班加点，经
常工作到深夜，不断学习最新的防控政策，编写宣传材料，
持续发布疫情防控科普宣传知识，用文字传递抗击疫情正能
量，发布微信公众号各类宣传信息200余篇，实现疫情防控宣
传工作有精度、有温度、有力度、有广度。因疫情形势复杂，
咨询疫情防控政策的电话急剧增加，有时候一天要接听咨询
电话二、三百个。

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白天黑夜没有停歇，遇到情绪激动、对
防疫政策不理解的群众，她也会用专业、细致、暖心的话语，
让对方由焦躁和不理解转变为平静和配合。物资保障是新冠
疫情防控的关键，她迅速行动、全力应对，让物资在第一时
间用到最需要的岗位上，解决了一线抗疫人员的后顾之忧。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四

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院长，乔杰在武汉与团队并肩作战
已经37天了。2月1日中午，乔杰接到任务，3个小时后就率领
北医三院第二批援鄂国家队赶赴武汉。第二天，进驻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组建危重症病房。



从病房改造到收治患者，乔杰率领团队仅仅用了30多个小时。
经过她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病人已经治愈出院。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又身为妇产科和生殖健康
专家，乔杰格外关注武汉孕产妇的安全和防治情况。她及时
总结孕产妇、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经验，纳
入到最新的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

在这场战“疫”中，武汉市约有11万名医务工作者，另有4万
多名来自各地的医务工作者支援湖北，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
二。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此刻更是“战士”，她
们护佑着生命，传递着信心和力量。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五

李广华，女，1976年8月出生，任饶河县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

2019岁末，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来势汹汹，并
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新年伊始迅速蔓延开来。人民的生命和
健康已受到严重威胁，抗疫已是刻不容缓!这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然而伤害却是难以预料的。面对肆虐的疫情，时间
就是生命。在这个关键时期，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
广华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带领中心医护人员充分发挥基层健
康服务体系的“网底作用”，在上级卫健行政部门发出决策
部署要求的第一时间，她迅速启动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以她为组长的团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疫情联防联控小组，加强落实各项针对性防控举措，为
更好地抗击疫情打下了坚实基础。不惧危险，义无反顾投入
到抗疫一线工作中。在她身先士卒的带领下，中心全体医务
人员紧跟步伐，自愿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一线工
作，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请战书上按下自己的红手印，齐心
协力、全力以赴投入到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工



作。针对新冠病毒的以“发热、乏力、干咳为首要主要症
状”她在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别设立了独立的发热门诊，
同时配有临床经验丰富、经过传染病知识培训的医务人员，
严格执行发热病人接诊筛查流程，认真落实发热病人登记报
告制度，发热门诊有明确标识，保持良好通风，落实消毒隔
离措施，防止人流、物流交叉，切实落实医疗废物管理。同
时采取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有效控制疫情。

在诊治过程中，她要求中心医务人员坚持实行首诊医师负责
制，规范病例发现、报告和处置，接诊过程中，时刻注意询
问发热病人有无两周内武汉相关市场流行病，认真做好病例
排查工作，及时识别可疑病例。发热门诊医务人员实行24小
时值班制。在进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她还要求设立了体
温预测处，配备体温枪、手套、消毒液、洗手液等相关医疗、
消毒、防护器械，进出患者均测量体温并进行消毒。并对外
来人员进行登记、询问近期身体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及时汇
报。发现体温异常的患者并及时给予相关处理，把疫情的防
控做到完备细致不遗漏。事无惧细，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宣传员。在信息发达的时代，疫情扩散、人人自危的情况下，
盲目跟风和谣传也困扰着人们。对此，她挤出时间先对中心
的全体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通过网络培训答题等形式，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了更新的认识了解和掌握。她连日组
织召开了服务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培训会。这是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不仅提高了医务人员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认识，更为服务中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治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给人民群众解疑，她不辞辛苦带领同事们
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预防冠状病毒肺炎工作。发放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宣传单;应用智能外呼电话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防控知识;使用智能外呼短信推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知
识;室外电子屏24小时滚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知识;在单
位门前悬挂条幅，设立宣传板，借用卫生健康局公众号定期



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知识等。她从除夕就开始奋战在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在她心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任何一件事都没有抗击疫情重要。舍小家，为大家，尽显巾
帼担当。她也是母亲，妻子，女儿，她的家人也需要她。她
的儿子正在上高三，面临高考这一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正是
需要母亲陪伴和鼓励的时候，她也依然奉献在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依然选择挺身而出。她说，在疫情危机的时刻总要有
人站出来，我要尽已所能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她的带领下，饶河县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员上岗，舍
小家，为大家，将自己的利益抛在了脑后，决心为抗击疫情
贡献全部力量。疫情不停，坚守仍在继续，她坚信只要齐心
协力，团结一致，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她是一名基层医
务工作者，在国家有难、人民遇险的紧急关头，用忠诚和担
当体现着一名共产党员、基层女干部的神圣责任，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
精神。

抗疫一线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篇六

吴芬在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中医医院”)做了3
年行政工作，她没想到，有一天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救死扶
伤——作为一名新冠疫情康复者，她捐出的血浆有可能被用
于救治新冠疫情重症患者。

2月5日，紧挨着中医医院发热病区的办公楼里，一场特殊
的“救助”正在进行，8份血浆袋共2600毫升血浆被采集。捐
献300毫升血浆的吴芬从这一天起称自己为抗击新冠疫情的特
殊战士，编号“xg0002”，这是她血浆袋的编号。

作为一名晕血者，30岁的吴芬曾有过两次献血失败的经历，
但这次她成功了。一个分离机将她的血抽出来并分离，再把
红细胞等输回体内。“完全靠意念，如果中途晕倒，我一定



又要哭，会自责，恨自己无用。”和大部分新冠疫情患者及
治愈者一样，吴芬的味觉与嗅觉还未完全恢复，但为了克服
晕血反应，她在来之前逼自己吃了很多饭。也是从捐完血浆
的那天起，吴芬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截至目前，该院共有19名康复的医务人员参与了捐献血浆，
共计捐献6600毫升，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可
用于临床治疗的血浆达3000毫升。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武汉市已有20名康复新冠疫情医护人员
捐献血浆用于救治病人，12名重症患者接受了血浆治疗。

“没想到她也来了。”捐血浆这天，吴芬看到不少熟悉的人，
包括一位护士长，“她的症状在我们中间是最重的，连续高
烧、情绪低迷，最严重的时候写好了遗书”。

1月17日，吴芬一看到ct结果就哭了出来，中医医院27岁的护
士袁黎也在这天拿到了自己的ct结果，肺部有阴影。这之后，
医院让每名医务人员都进行了ct检查。“有的医务人员虽然
当时无症状，但肺部显示有炎症，之后逐渐都有了症状。”
袁黎说。

该院医生秦伟(化名)说，自己当时的片子显示病情很严重，
但症状较轻，到两三天后开始加重，“后来才反应过来，集
体检查前的13日，我出现的畏寒、酸痛等就是症状”。

回忆感染源，袁黎怀疑是之前科室里接触的一个病人，“他
的ct显示肺部大面积感染”。而吴芬还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
感染上的，她是医院的行政人员，她家中有3名医务人
员，“我家除了5岁的儿子，其他7个人全都感染了”。

“即使当时想做好防护，也没有足够的物资。”秦伟说，直
到现在，该院的物资仍旧紧缺，“同事几乎全员上阵，一整
天不休息，还有部分人员已支援方舱医院”。



“成了病患，更觉得医护的辛苦与不容易。”袁黎眼看着医
院改为发热门诊，大量收治轻症患者，自己和感染同事则住
在同一层隔离病区。为了减轻同事的工作量，袁黎和同病房
的感染同事学习雾化等医疗操作，为自己治疗。而吴芬则学
会了卷输液管，自己换药。

在近20天的住院治疗后，说自己胆小、爱哭的吴芬始终惦念
着两位新冠疫情重症患者，“一位患者严重到一被碰到就咳
得撕心裂肺、不能呼吸;一位患者心脏骤停，医护人员连夜给
她做心肺按压”。

2月3日出院时，吴芬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难过又无力”，
那是全国疫情发展相对严重的时候。

她企盼的“救人”机会很快就来了。2月4日，看到中医医院
院长在微信群中分享了血浆捐献倡议，她和袁黎“迅速报了
名”。倡议中写道，新冠疫情治愈患者的血浆可能含有抗体，
输入重症患者血液中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袁黎说，群里康复的医务人员大部分都报了名，但能够参加
捐献的是身体状况恢复良好、无基础疾病的治愈者，她几
乎“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实际上，在2月5日首批新冠疫情治愈者捐献血浆前，倡议者
与捐献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此
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缺乏特效药物和疫苗的前提下，恢
复期血浆疗法仍具价值，不过，临床使用必须具备严格条件，
种种风险需要警惕。此外，由于血浆较为稀缺，该疗法仅限
于部分危重病人，难以大规模应用。

向江夏区几家医院最早发起捐献倡议的江夏区新冠疫情防治
专家组组长刘本德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中医医院这19名新
冠疫情治愈医务人员累计捐献的6600毫升血浆，被送往研究
所，“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发现可用于临床



的有3000毫升”。

据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消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董事长杨晓明在2月14日举办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康复者血
浆一般采集400毫升左右，平均1名康复者血浆可治疗2~3名危
重患者，从采集血浆到供临床医生使用需要7天。

食欲还未完全恢复的吴芬近日再次拨打了捐献电话，她与治
愈出院的丈夫将在2月19日一起捐献血浆，那时她也将结束隔
离，“要第一时间投入医务工作，与同事并肩作战，多救
人”。秦伟也向医院提出上岗要求，他心疼一些一线年轻同
事一直没休息，“从没想过该不该上岗，这不是个问题，隔
离好了就得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