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人文故事演讲(通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一

尊敬的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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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伙伴们在一齐又争论起
这个话题，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必须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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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连教师都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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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讲的故事穿越时空，把我带到了七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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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期望，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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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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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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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们活到今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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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迹、世界军事的壮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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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篮子将自我要来的生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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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终一次的党费。

茫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应对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应
对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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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牺牲自我的一切。正是有了这种为
党救国救民的革命梦想信念，在死前的瞬间，在大雪埋身的
瞬间，他们依然十分清醒，还念念不忘伸出胳膊指向前进的
方向，坚信革命必须会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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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中国红军长征史，就
是红军官兵在崇高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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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英雄史诗;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历谱写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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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的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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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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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大家。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二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五六班的李雅欣。今天我演讲的.成语故事是《顺手牵
羊》。

梁山泊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打败辽国的入侵，又奉命清剿
河北的田虎暴动。在清剿的过程中，田虎的大将马灵会巫术，
被公孙胜破解。马灵如飞逃去，戴宗作法也追不上。恰好碰
到花和尚鲁智深，一禅杖把马灵打倒，顺手牵羊把他捆了交
戴宗看押。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三

那是在我驻村还不到两个月的有一天，我那天也是觉得闲着
也没什么事，就到村里去走走，到了九组，那里的村民都非
常的客气，我走到白廷书老人的家中，老人已经六十多岁了，
子女全部在外务工，就有两个孙子和她生活在一起，在和她
闲聊时，她无意中说到，自己虽然享受了低保，但是从来都
没有在卡里取出过一分钱，因为她把密码给忘记了，低保的'
卡又是属于农业银行，必须要去毕节才能重新修改密码。而
她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根本就没有去过毕节，又怎能去
毕节找到农业银行办理业务呢？听到此处，我毫不犹豫地就
答应了她一定帮她老人家把事情办好老人感激地连说感谢的
话。

由于不是本人去办理，所以还得村里出具一张委托书。我拿
着委托书去到农业银行，结果工作人员说我那委托书写错了，
而且不能在上面涂改，怎么办呢？只有回村里重新填写一张
委托书了，就这样，我回来了，没帮她老人家把事情办妥，
心里不免有点愧疚。

老人听说我回来了，亲自找到我，我以为她是来拿卡的，正
想着要怎么跟她说，结果她说她已经知道还没把卡补回来，
她找到我是因为她想到，我这样为了她的事情到处跑，累了
不说，还要自己贴点车费，她说着拿出五十块钱，说是她的
一点心意，她说她平时也没什么收入，只能拿出这么点给我
吃顿饭，让我一定要收下。我当时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
但感觉是暖暖的，看着眼前这么一位慈祥且朴实的老人，我
又怎能忍心拿着她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才攒下来的五十块钱去
吃她所说的那“一顿饭”呢。心里有些许哽咽地把钱塞进老
人的口袋，让她把钱收好，事情我一定会为她办好。开始老
人态度非常地坚定，但经过我的一再推迟，老人这才把钱收
好，但还是有说不完的感谢话。

再次拿着委托书上了去毕节的客车，这次心情却是格外的



好………。

经过这件事情后，工作不论大小、轻重，每一件事情我都会
用心去学、努力去做，力求做好。同时，还不断调整工作方
式，自己主动找事做，积极向村民介绍自己。真心可以换来
真情，付出点滴汗水，赢得的是沉甸甸的回报。我深深感受
到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用一个个看
似微不足道的事例演绎了自己作为一名驻村干部丰富精彩的
生活。

现在，闲暇时，我喜欢到老百姓家里走走，看看，聊聊，听
听他们讲些只有本地人才会心一笑的故事，他们酒后哼唱的
山歌小调和爽朗的笑声，而我则在谈笑中，用他们的语言和
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讲计生政策，掏掏心窝子什么的。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四

大家好！

周恩来一向以儒雅着称，但他对工作却非常严格。不少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
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确实，周恩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事会予以严厉批评，尤
其是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长们，要求更高，有时
甚至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
就是官僚主义！”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各部委逐个汇报工作。其中，
一位部长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着现成的材料，甚至不时还
念错了。开始，周恩来虽然不满，但还是克制着，只是严肃
地提醒说：看清了再念！但接下来，情况依然如故。“不
对！”周恩来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火气，且迅速说出了相应
的准确数字予以纠正。



后来，周恩来对这位部长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
章的，说明已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这项工作
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位部长忙解释道。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
强？”“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
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
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
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
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
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
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对周务
实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周恩来需要随时掌握全国
炼钢的进度。在他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表
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那时在财经组工作的赵炜每天
要在周恩来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一天，赵炜刚
填好数字，周恩来迎面走了进来，指出上面有个数据不对。
赵炜就迅速回到办公室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周恩
来知道后立即说：哦，那是你对了，我记错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
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

谢谢大家！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五

大家好！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



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
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

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
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
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泽东认为偷吃一个
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
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
薯”。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拿工人农民
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
动体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
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真
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
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
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
能看轻。”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
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
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
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
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地反
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
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年3月，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的政治，因



为它代表着人民的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后来，他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
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谢谢大家！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六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过许多与感恩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一个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樵夫在山里遇到一只老虎，老虎向他张
开了大嘴，但是却没有咬他，只是用眼睛看着他。樵夫发现
老虎的嘴里嵌着一根木刺，明白这是老虎在向他求助。最后
他大着胆子把手伸进虎口，把木刺拔了出来。之后，老虎不
但没有吃他，还经常叼来山鸡、野兔放在樵夫的门口表示感
谢。你看，这只老虎多么懂得知恩图报啊!

还有一些故事是相反的。在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叫做
《农夫和蛇》：蛇在路上冻僵了，一个农夫看它可怜，就放
在怀里暖，蛇倒是活过来了，但是它活了之后立刻就咬了农
夫一口。我国古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东郭先生
和中山狼》：狼遭到猎人的追杀，东郭先生把狼救了，但是
狼反而要吃了他。蛇和狼恩将仇报，心肠是多么歹毒啊!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假如不明白感恩，知恩不报，
甚至恩将仇报，那就与蛇、狼之类没有什么区别了，说
是“禽兽不如”也不为过。因为人家老虎还懂得报恩呢!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七

我们驻村工作目的是为什么，我们驻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



驻村要怎么“驻”，要充分发挥宣传员、调查员、服务员、
领航员的作用，深入基层农村开展“讲、访、帮、促”活动。

我们驻村小组深入坪水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出黑板报、
现场讲解等方式，深入农户家中、田间地头，向农民开
展“面对面”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同时，召开党员学习会议，
让党员先学、先总结、先领会，形成党员带、群众学的互动
格局，千方百计让农民听得懂、理解透，及时了解党的好政
策，激发农民致富创业奔小康的劲头。

为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中，帮助群众树立发展
信心，我们走访基层群众，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需，并
邀请村民群众代表以自身为例，谈变化、说发展。在深入基
层一线，走访村情民意中，我们把查找帮助所驻村寨解决困
难和问题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与
村党组织共同研究对策，落实解决的措施，解决好农村党组
织及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深入所驻村寨走访农户，
通过与群众交友谈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对村情民意进行
调研摸底，并结合坪水村村寨实际，在县、镇驻村领导小组
的带领下选准选好帮扶项目，帮助村里培育主导产业，带动
其他产业发展。

工作不论大小、轻重，每一件事我都用心去学、努力去做、
力求做好。同时，还不断调整工作方式，自己主动找事做，
积极向村民介绍自己。真心可以换来真情，付出的点滴汗水，
赢得的是沉甸甸的回报。同时，通过一桩桩实事好事，使加
强基层建设年活动切实在群众心中生了根，发了芽。我深深
感受到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在我驻
村时，涌现普普通通，实实在在，却切切实实地把群众放到
了心上，用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例演绎了自己作为一名
基层干部丰富精彩的驻村工作生活。

每当遇到困难，我就会静下心，暗自告诉自己：既然来驻村，
就应该为乡亲们做点什么，要为这片土地留下点什么。我兜



里时常装着一个小本，把村里的人口、土地面积、经济收入、
党团员人数、低保户等基本情况都记下来，做到心中有数；
除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困难外，还主动要求和村
干部一起去接待村民来访，调处矛盾纠纷。

现在，闲暇时，我喜欢到老乡家里走走、看看、聊聊，听听
他们讲些只有本地人才会心一笑的故事，他们酒后哼唱的山
歌小调和爽朗的笑声。而我则会在谈笑中，用他们的语言和
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讲法律政策，掏掏心窝子。

驻村工作是平凡的，但当一个个笑容出现在群众脸上，一声
声谢谢来自百姓口中，一份份满意拉近了自己和群众的的距
离，这份平凡却让我感动、让我留恋、让我的人生从此有了
一份宝贵的财富。少了一份浮华、多了一份实在，这就是我
寻找的答案。

中国人文故事演讲篇八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读了《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我被五壮士的壮举震撼了。

课文讲述了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
进犯。七连六班接受了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敌人被
五位壮士引上了狼牙山。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
五位壮士把他们引上绝路，英勇歼敌。最后跳下悬崖。

五位壮士有着热爱人民、热爱祖国、英勇无畏、仇恨敌人和
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如：抗日女英
雄——赵一曼。有一次，赵一曼去传送抗联机密。在路上不
巧被敌人抓住。敌人把她抓回军队，他们问：“你要去传送
什么消息？”赵一曼大义凛然，把嘴闭得紧紧的。敌人见她



不说，就用最狠毒的手法折磨她，但她依然没有透露一点儿
情报。敌人急了，又对她用刑。赵一曼的身子开始发抖，汗
珠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祖国的热
爱，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此外还有钢铁战士杨靖宇、宁死不屈的赵尚志、民族英雄吉
鸿昌……他们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危险留给自己。他们是
那么英勇无畏，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多么令我敬佩！他们就是
我们心中永恒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