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篇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
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
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
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
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
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
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
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
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
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
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
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
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
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
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
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
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
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
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
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
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
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
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
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
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
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
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
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
（曾经的伪满警察厅）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
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2、身份确认

赵一曼死后，丈夫陈达邦并不知道她已经改了名字，电影
《赵一曼》播出时他都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
赵一曼的姐姐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查找曾经在中共
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然而，周看了这封信之后，怎么
也想不起李一超究竟是谁。直到1952年，她给陈宗瑛写信说
经过赵一曼的战友仔细辨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赵一曼的
真实身份才得到确认。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篇二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



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
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
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
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
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
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
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
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
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
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
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
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
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
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
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
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
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
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
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
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



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
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
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
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
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
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
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
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
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
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
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
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
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
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
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
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
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
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
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
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



“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
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
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
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
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
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
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
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
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
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
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
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
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
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
作没听见。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篇三

赵一曼出生在四川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接
受进步思想，走上了反对封建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九一八
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斗争。在一次战斗
中，不幸腿部受伤，落入日军的魔爪。



落入魔爪的赵一曼，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
椒水、灌汽油、火烙，直至惨绝人寰的电刑，可赵一曼誓死
不屈，宁死也没有吐露任何情报，并写下了"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感人诗篇。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英勇就义。

每每读到这儿，我都会再次翻阅书中赵一曼的生前像片。她
清瘦漂亮，身上弥漫着浓浓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这样一个
端庄柔弱的女子，在日本军的残酷摧残下骨断肢残，体无完
肤…她那坚定的信念、不可动摇的意志，该是怎样的刚强啊!
她用一颗赤诚的心点燃了生命之火，燃烧出青春的光华，让
我的心灵为之震撼，为之敬佩，为之感动。

如果说赵一曼是钢铁铸就的，一点也不为过，可她也有一颗
柔软的充满母爱的温柔之心。当敌人至终也无法从赵一曼口
中得到情报决定处决赵一曼时，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留下了
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
在是遗憾啊!母亲因为反满抗日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宁儿啊，希望你赶快长大，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永远不要
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她的爱，波澜壮阔，表现了
一个母亲临终时对骨肉亲情的深深的眷恋与不舍。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篇四

前些天，我读了赵一曼的故事，我被她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让团长带
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她左手腕负伤，在一个村子里隐蔽
养伤，被敌人发现之后，便去迎战，迎战时左大腿骨被打穿，
因流血过多昏迷被捕。她被关押在哈尔滨的警务厅，受刑后
又昏迷了被送进了医院。负责看管她的两位护士，被她的英
勇所感动，趁夜深时把他偷偷送走了。可是，警备队第二天
就追上了她坐的车。赵一曼再一次被捕了。

赵一曼只是一名女子，一名女子能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情报，
为了革命，为了信仰而死，我们应该学习她的作为，她的精



神。我们是祖国未来的主人，是祖国的花朵，我们不能让
祖**亲失望。

我们以后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每一项本领，报答
前辈们对我们的期望，报答祖**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赵一曼英雄事迹主持人串词篇五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2日），原名李坤泰，学名、
又名李一超，字淑宁，四川省宜宾市白花镇白花场村人，中
国共产党党员，抗日烈士。赵一曼出身于封建地主家
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
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
路。1923年赵一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30日晨，赵一曼被追敌二度捉捕，受
到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她留有著
名诗篇《滨江述怀》等，其故里四川宜宾有“赵一曼纪念
馆”，相关电影有《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
等。20__年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