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模板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
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篇一

大家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

每当我看见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听见庄严嘹亮的国歌声时，
我就想起了祖国，我那伟大的祖国！

自从唐朝开始，我国的诗文就渐渐凸显，成为我国历史长河
中一颗闪亮的明珠。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堆名人挥洒笔
墨，为我国大江南北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优美诗文；鲁迅、
郁达夫、茅盾、徐志摩也不甘示弱，为我国的文化底蕴增添
了一笔最亮丽的色彩！

除了诗文，我国的大好河山也让人为之震撼。奔腾的黄河，
九曲十八弯；浩瀚的长江、钱塘江，潮水奔涌，让人叹为观
止；雄伟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壮观的雅鲁藏布大
峡谷……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们有最壮
丽的河山，最肥沃的土地，最勤劳的人民！

祖国的辉煌令人惊叹，但祖国的屈辱血泪史，我们却不敢忘
怀！马关条约、北京条约，帝国主义一次次地让中国割让土
地；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夺取我们的奇珍异宝，杀害
我们的人民。这让我们怎么能忍?一代代英雄抛头颅、洒热血，
中国，这头沉睡的猛虎终于苏醒了。我们的经济、科技、体
育、文化都走上了世界顶峰，中国也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同学们，耻辱和不幸已成为过去，我们在腾飞的路上越走越



远。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年轻的力量来支撑，让我们好好学
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腾飞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篇二

大家好！我是初一（8）班的施娇娇。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讲一位长征
路上红小丫的故事。长征路上的红小丫参加红军后改名王新
兰。她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因此，我把她尊称
为长征路上的红小丫。她加入红军的时候才9岁，10岁开始
到12岁跑着参加了长征，因为她人小，别人走一步，她得跑
两三步，才能跟上队伍。

1935年3月30日晚上，不满11岁的王新兰，由宣传队的大哥哥
们搀扶着，在爆豆似的枪炮声中登上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
始了万里长征。王新兰跟着队伍一直往西走，整天整夜地走，
没完没了地走。往哪走？那时她不知道，只知道必须跟着队
伍走，千万不能掉队，掉队就是死亡。

王新兰在宣传队，他们带着乐器，什么快板、笛子，洋鼓，
边走边宣传鼓动。山路崎岖难走，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
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他们一边
艰难的行走，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
救伤员，抬担架。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着轻伤员
走。

王新兰不仅会打快板、唱歌，还会讲笑话，她走到哪儿，哪
儿就有笑声。可是，半个月以后，就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她
染上了重伤寒。



奇迹发生了。同志们抬着王新兰走了个把月，她开始能吃东
西了，脸色也好多了，能坐起来了。死神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她的病好了。

王新兰满有信心的说：“爬的过去！”

王新兰说：“哪个会哭啊！”

这天夜里三点，队长就把王新兰几个姑娘叫了起来，说该上
山了。大部队五点钟出发，宣传队早点上山去准备宣传，还
要搭个棚子。

每人发了一块布，让把脚裹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队
长说山上冷，让大家把所有能穿能戴的都套上。

来到山脚下，凉气袭人。爬上雪山，一会儿晴，一会儿阴，
有时下雨，有时下雪。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穿上披上，都不
顶用。雪山皑皑，冻煞人啊！

宣传队员们在寒风飞雪中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就开始到
来了。

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红军一遍遍说着她背的滚瓜
烂熟的顺口溜：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

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

累了不准地上坐，坑洼里的积水不能喝。

不准打闹大步跑，互相帮助都走好。

红军战士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



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着队伍走上来了，他爱怜地摸着王新兰
冻得通红的小脸蛋，说：“部队快走完了，这里风大，不能
多呆。”宣传队领导决定让年龄小的队员先上山，大一点的
再坚持一会儿。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到了雪山顶，她往
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
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

王新兰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
飞机”滑下了山。

红军长征堪称世界奇迹，10岁的王新兰跑着长征是人生的奇
迹。我们要纪念长征，也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丫王新兰，
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

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篇三

大家好！

有一种文化，从五千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有
一种精神如旖旎的春风，自血脉之初浩荡飘拂，延绵至今。
它是儒家文化中的“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
它是老百姓门板上镌刻的“忠厚传家永，诗书继世长”，它
是历经时光洗礼的处事智慧，也是耳熟能详、代代相传的治
家格言，他，就是——“家风”。

家风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久违的字眼。在浩若烟海的历史
中，注重家风是众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从古至今，《颜
氏家训》、《诫子书》、《勉谕儿辈》、《曾国藩家书》、
《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闪烁着良好家风的思
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孔融让梨”，
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的美德。“非淡澹无以明志、非宁静
无以致远”“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



训至今为世人广为尊崇。

家风又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它是家长的言传身教，是长辈
的一声叮咛、一句嘱托，是一直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从未
割裂的精神传承。我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从小我的父亲就
教育我做事先做人，要知深浅，知是非，知廉耻，知轻重，
要吃苦耐劳。这辈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南方前和父亲的一次
长谈。从部队复员回家后我一直想到南方闯一闯。临行前父
亲和我说：儿子，毛泽东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李纳、一个叫
李敏，知道是什么意思么?我说，不知道。父亲说：做人要敏
于行、讷于言，能力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品德，
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儿子，不管到哪里都坚持好好
干。”20xx年5月我从黑龙江来到了浙江，从事电子商务工作，
从最初的销售bd，到分公司经理，是父亲的教诲支撑着我努力
做事，同样我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后期调任南京大区销售
一部经理，虽然暂时离开了销售一线，转做管理，但我依旧
身先士卒，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20xx
年11月，我有幸进入法院，在执行部门工作。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更加要求我们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我严格按
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秉公执法，廉
洁奉公，与同事一道栉风沐雨、风雨兼程，为万年的执行工
作奉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家风不是刻在墙上，写在纸上，父
亲那句“敏于行讷于言”的温暖教诲，已在我心中播下美好
的种子，让我在生活中润物无声地践行;这也是父亲留给我最
珍贵的人生财富，它浸润于我的血液，是我不断成长和成熟
的神奇能量。

家风是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也是文化源流的朴
实沉淀、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更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相互激
励、共同进步的精神薪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
正才能民风淳，民风淳才能政风清。让我们携手并肩，以特
有的血脉精神激浊扬清，传承好家风，聚集正能量，让我们
的明天更美好！



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篇四

小时候，看着有关长征的电视节目，我曾天真地问爷
爷：“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
力呢？”爷爷摸摸我的头，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声：“傻孩
子！”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长征是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起又争论
起这个话题，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一定在
雪山和草地开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
军爷爷。”当时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这是一首多么气势的壮歌，这又是一个多么
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啊。

漫漫征程，红军跨越11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红军
的热血？长征路上的第一战——血战湘江。红军战士突破敌
人四道封锁线，拼死渡江，牢牢锁住渡口，誓死保卫中央，
红军战士死伤过半，8.6万人仅存3万人。生死攸关，痛定思
痛，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
党。从此，红军心存信念，充满了希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成了红军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的制胜法宝。四渡赤水
演绎了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
围圈，从此长征路上捷报频频：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红军出奇制胜，冲
破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终于迎来了“三军过后尽
开颜”的欢腾。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长
征，只剩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天的，已不足300人。但这
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
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创
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动地的革命篇章。长
征途中，红军不畏征途艰险，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



表现出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
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

爷爷曾讲过在长征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
母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
上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
外加一段牛皮带。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己要来的生芋头
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样，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
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
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
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
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
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
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茫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面对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面
对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面对险象环生的沼泽草地，所有红
军官兵坚守着这样一个铁的承诺，只能攀登，不能停留，只
能向前，不能回头，直至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有了这种为
党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信念，在死前的瞬间，在大雪埋身的
瞬间，他们依然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伸出胳膊指向前进的
方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
的精神永生，永远激励着活着的人革命到底。这些震撼心灵
的画面，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红军长
征史，就是红军官兵在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下的奋斗史。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
长江以南奠基于大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的战略任
务，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条永恒的红飘带；

长征是铭刻在人类历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的千古绝唱。

70年弹指一挥间，长征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但时至今日，
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造就的不朽精神却依然穿越时空，深
刻地影响着我们生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少年，影响着我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着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生
的思考与追求。听着爷爷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我们唱着长征
歌曲，长征精神已从父辈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并且成为我们的人生航标，不断激发着我们潜在的生命能量。

正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听着爷爷讲的
故事，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浮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幕幕战斗
的场面壮烈在我的身边……也许我无法体会先辈们那惊天地、
泣鬼神的故事的真谛，也许我永远不能走进长征中牺牲将士
的英灵，但我明白了什么叫华夏子孙“生当做人杰，死为亦
鬼”那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那“雄关
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

我已经看见了那飘扬的国旗上，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颜色，
是长征点燃的火炬燃烧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最后请让我用歌声来结束我的演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演讲稿以红色为的名字篇五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家庭幸福之花常开》。

记得小的时候，家就是温馨的港湾，是父亲早出晚归、辛勤
劳作的背影；是母亲洗衣做饭、操持家务的贤慧。家，就是
父亲有力的臂膀，是母亲温暖的怀抱，是父母无微不至的细
心呵护。儿时的家吃的是红薯稀饭、穿的是补丁衣服，日子
过得虽然清贫，却充满温馨和幸福。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外省读书。家就成了慈母手中线，游
子身上衣的牵挂。一封封书信把我和远隔千里之外的家紧紧
地连在一起。这来来往往的家书寄托着我对父母的问候和思
念，也饱含着父母对我的鼓励和嘱托。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时常会想起父母为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风里来、雨里去，
整日奔波忙碌的身影。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工作，
好减轻家里的负担。

毕业以后，我来到了xx单位，有幸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而
父母亲却一天比一天老了，头发渐渐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
了。刚工作的那几年，我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参加继续教
育学习，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

再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当上了父亲。这时我才深切
地体会到：当家才知盐米贵，养儿才懂父母恩啊。孩子出生
以前，我就要作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物质准备：准备
好她的吃穿用品；另一方面就是思想准备：学习一些婴幼儿
喂养方面的知识，以免孩子出生以后自己手忙脚乱，不能做
一个好父亲。

孩子出生以来，她就成了家庭的中心。我每天忙完工作以后，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照顾孩子：关心她的饮食睡眠、关心她的
表情变化、关心她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孩子的一声咳嗽、
一次啼哭都会牵动我的心。

春去秋来，寒暑更替，一转眼孩子已经三岁多了。三年多的
日子，有艰辛、有快乐、有担心、有欣慰。看着孩子一天天
成长进步，我的感觉是累并快乐着。

自从为人夫、为人父，我对家的体会和感悟比以前多了一些：
我觉得，一个家庭，不仅仅是男女平等、夫妻恩爱、白头偕
老的长相厮守；不仅仅是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其乐熔融的
和谐氛围。家，意味着责任、奉献、宽容和理解。要让家庭
幸福之花常开，需要每一位成员为她培土、施肥、浇水；要
让家庭幸福之花常开，需要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家庭
关系处理好了，对工作是一种促进和推动。作为社会的基本
细胞，创建文明家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
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应当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勤劳的
家庭、学习型的家庭、环保型的家庭、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家
庭。

由个人的小家庭我想到了xx单位这个大家庭。我的体会是：
只有xx单位这个大家庭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才有每一个水
文职工幸福的小家庭。目前，xx单位处在一个重要而难得的发
展机遇期，各项事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应该
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这个大家庭的成长壮大，需
要每一位成员悉心爱护，精心培育。

最后，我祝愿我们xx单位这个大家庭和谐、繁荣、兴旺！祝
福我们每一位xx职工的小家庭团结、和睦、幸福、安康！愿
家庭文明幸福之花常开！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