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
稿(通用8篇)

英语是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掌握好英语对于个人发展非常
重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竞争上岗的总结范文，希望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参考。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横亘古今的512大地震，使5000年的中华文明又一次遭受了血
与火的洗礼。灾难过后，英雄的中国人民，斗志更加高昂，
信念更加坚定。多难兴邦——这是不屈的中华儿女的坚强信
念。

512大地震，不仅仅是四川人民的灾难，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集体灾难。地震后全国人民与地震灾区人民站在一起，共度
时艰。举国上下，源源不断地向灾区人民传递勇气、传播信
心、输送力量。背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灾后重建再现中国信
心。

地震后的生命大救援气壮山河，灾后重建之路漫长而艰苦卓
绝。

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xx镇灾后重建工程第一阶段工作已经
顺利完成，这是各方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的丰硕成果。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封顶仪式，是在检阅我们的社会责任心，
是在缅怀地震亡灵，是在创建美好的生活。

值此，我们——



向参加xx重建工程的全体工程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向xx市、xx镇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支持和关心道一声谢谢！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二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每当我们唱起
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莫过于母
爱。有的人觉得，母爱太普通了，有的人觉得，母爱太简单
了，可是，有的人觉得，母爱太奢侈了!在这次“5.12地震”
之后，我感到，母爱太伟大了!

不是吗?5.12地震，掀翻了一幢幢高楼，留下一片片废墟，救
灾部队的战士们，在废墟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位母亲，她的双
腿跪在地上，双手支撑着地，将背拱起。这位母亲，为何会
是这样的姿势呢?她身下好像还有什么东西，红红的，战士们
赶紧将这位母亲的尸体移开，“看!那是一个婴儿!”一位战
士惊奇的叫了起来，急忙将婴儿抱起来。一看：红毯子里的
婴儿已经昏迷了，解开毯子一看，里边还有一部手机，当手
机被打开时，看到这样一句遗言：“宝贝!如果你幸运地活下
来，希望你记住：妈妈爱你!”这位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留下了如此感人的话。我感到，母爱太伟大了!

不是吗?5.12地震，夺走了成千上万位母亲的生命，留下了无
数的孤儿，他们吃不上母亲的奶，看不到母亲的笑脸，得不
到母亲的爱，他们在一片片废墟中哀嚎，哭哑了嗓子，只能
听天由命。他们饿坏了肚子，只能呆在废墟中。当我们的救
灾部队找到他们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看着一个个婴儿饿得
奄奄一息，大家都焦急万分。就在此刻，一位年轻的母亲毅
然从战士们的手中，把孩子抱了过去，毫不犹豫的解开了自
己的上衣纽扣，将自己的奶送到了婴儿的嘴里，看到婴儿甜
甜的吸着乳头，战士们拧紧的眉头展开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都各自去执行抢救任务去了。这位母亲将婴儿喂了一个又一
个，看看他们都睡熟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工作。领导看



着她如此劳累!实在不忍心呀!因为她把自己6个月大的婴儿交
给了婆婆看管，自己哺乳灾区的婴儿已经10多天啦!你看，只
要这些呱呱大叫的婴儿一到她的怀里，就不叫了。这那是一
位母亲?简直就是：“人间的母爱”!这就是咱们的女警
官——蒋小娟。

蒋小娟在家只呆了1个小时，她把怀中熟睡的孩子放到婆婆的
怀里，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对婆婆说：“妈妈，我的孩子还
得让你操心呀，我得去灾区，妈妈!我去了。”她又急急忙忙
地赶赴灾区，灾区的孩子离不开她呀!

地震无情，人有情，地震是坟墓，它埋葬无数人的生命，又
是摇篮，它让我们看到了，母爱是多么神圣!多么伟大!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三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5月12号，
在珠峰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
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大地震发生了。北京、台湾、日
本都有震感！我的第一反应是：唐山大地震影响到了14个省，
这可能是比32年前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
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
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
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
的天性。

经批准，5月13号，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

帮助外面的人搞清灾区的情况是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责任。
太多太多灾区的情况，抢险救灾的人要知道，受灾的群众要
知道，党中央要知道。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
重。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
严重的北川。



交通断了，通讯断了，余震不断。尽管做了心理准备，灾难
还是击碎了我的想象。要快，要让外面尽快了解灾区的情况。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雨中发回了我在灾区的第一条报道。

路，是生命线，也是抢险救灾的关键。奔向震中的途中我不
停地问自己：灾区的路到底怎么了？通向震中汶川的路为什
么还不能打通？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镜头对准这条路，去
引导人们的视线。

5月14号，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
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
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有7、8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
着岷江的悬崖。工作人员上得去，但是展不开。这条报道，
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
见了，人们焦急的心情也冷静下来，开始积极地帮着出主意，
怎样才能使修路的进展快一些。

在灾区的人民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
在废墟上没有比活着把人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号，
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
我想虽然压在废墟下的人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但电视机前
有无数的人关心着她注视着她。我想让他们看到：坚持，奋
斗，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重生！我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
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
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一片废墟有三层楼高，里面充满了空洞和尖利的钢筋，随
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整个直播过程中，我被指定站在一个巴
掌大的位置，只能说不能动。四川台的摄像张业伟在黑暗中
拍摄一刻也不能停止，他要紧盯着寻像器里的画面，余光还
要观察周围的情况，根本顾不上脚底下。在起吊一块水泥板
时，我们脚下的断梁被拉动了，原本安全的地方变得很危险。
但消防官兵继续救人，我们也继续报道，没有人离开。战士
们紧张有序又小心翼翼，我们的镜头尽量地靠近跟随。几个



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
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
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
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外面的人不抛弃，里面的`人不放弃！
救人的是英雄，被救的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一线记者
要传递的精神--以人为本。

行进的路，有时候我觉得比在珠峰还难。那不是一条安静地
等你踏上去的路，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块，
危险无处不在。一个滚石区，我们刚通过不久就再次塌方，
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没停下脚步，
边走边拍。

经过不停顿的9个小时，我们紧随部队到达漩口镇，那已经
是5月16号的凌晨一点。紧张、饥饿、劳累，我真的想躺下什
么也不做，但一想那么多人等着里面的消息，我们立即投入
采访工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几根
从废墟里捡来的木头蒙上一块塑料布就是帐篷了，外面整整
齐齐放着三块牌子：漩口镇党委、漩口镇人大、漩口镇政府。
旁边，战士们已经展开了救援，当地的乡亲们给部队送来了
他们仅有的蔬菜。那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了，那画面让
我震撼：灾难降临了，但我们有党在、有政府在、有人民军
队在，老百姓就有信心在！于是，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
我要用这个画面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5月17号，我们进入汶川亟待救援的“孤岛”耿达乡。面对满
目疮痍，无论谁到现场都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可当问到受灾
群众缺什么，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有一位受灾的群众对我
说：“给我们送点玉米种子来吧，赶着现在种下去，秋天我
们就有吃的了。”那不是一句当时就会让人热泪盈眶的话，
却让我心里反复回味。这就是我们最质朴的乡亲，遭受了那
么大的灾害，失去了那么多亲人，但他们想要的却是种子！
种子不就是希望吗？这就是我们那么多人奔赴灾区的原因啊！
我就是要把这希望的声音传递出去，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



民的伟大与坚强！

观众打电话给我，说：你真棒，在镜头里总是那么冷静。其
实我也哭过，面对那样的灾情，面对受灾的乡亲，面对满目
的英雄，泪水有时是控制不了的。5月20号我到都江堰去拍摄
寻找处理遗体的情况，虽然救援人员很早就知道遗体在哪里，
但是为了死者的尊严，战士们都是用手扒手挖。当听说遇难
者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母亲在灾难来临时跪着用身体保
护孩子，我完全失控了，转身躲进一个帐篷里放纵泪水喷涌
而出，我要把我心里的痛哭出去，我要把所有的积郁都哭出
去，擦干了眼泪，我才走出帐篷。在镜头面前我努力保持着
坚强和理性。不哭，在心里，我始终这样提醒自己，灾区不
需要眼泪，灾区需要我们的坚强去支撑，需要我们的关爱去
抚慰，需要我们去尽记者的天职。

在灾区可能有数千名记者，中央电视台先后有数百名记者前
往一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和我一起强行军9小时的摄像张春喜已经51岁了。为了多带设
备，他必须少带水和食物。战士走，他边走边拍，战士停下
休息他还在拍。进入震中因为胸闷他一直不敢躺下，他有心
脏病，还是平足！

我的同事冀惠彦大校，55岁了，从战场到各种抢险救灾都冲
在前面。他在灾区是靠着临时从办公桌上抓来的一把降压药
支撑着。在从水上冲击映秀时，滚石的涌浪打翻了冲锋舟，
落水后他始终没有放掉手里的摄像机，死里逃生，一上岸就
去发消息，为的是让观众和受灾群众看到：又一条生命线打
通了！

我的4个进行航拍的同事曾经被困在海拔多米的山上两天多的
时间，靠吃野果坚持着。天气多变，地形复杂，山谷里各种
切变风对他们简单的飞行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是冒着
生命危险为抢险救灾进行航空拍摄！



一份帮助，乘以13亿就能帮灾区度过难关！一份关爱，乘
以13亿就会变成爱的海洋！一份信心，乘以13亿就是中国人
的脊梁！

而在灾区奋战的记者，就是要用手中的笔、手中的话筒、手
中的镜头去做好这个乘法！

大灾难中，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古
老而又新生的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大灾难中，我们用最人性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
国家的坚韧与大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我的祖国！谢谢大家！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四

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但是震后的伤痛我
们仍然无法忘记，当然更加忘记不了在灾难中无私奉献的人
们。相信不少语文老师都会布置关于汶川地震的作文，今天
就给童鞋们分享一些关于汶川地震的素材，希望可以帮到大
家。

震后灾区，雨幕笼罩下满目疮痍，道路阻隔、通信中断，每
前行一步都无比艰难。但是，所有抢险救援人员都抱定必胜
的决心。艰难险阻中，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共产党员勇挑重
担、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风雨中挺起了坚强的脊梁。更让
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平凡而伟大的老师。在平常的日子里，
他们和你我一样平常;当灾难来临时，他们挺身而出!当太阳
在废墟上升起时，他们却含笑离去!他们用微薄的力量体现着
生命的尊严与伟大!他们用单薄的身体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用生命为心爱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课!他们用生命为心爱的
学生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聚源中学，北川一中，青川
一中，汉旺镇中学……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



是学校。危急时刻，关爱、救助从四面八方涌来。人民教师
站了出来，用自己的沉着、智慧，甚至生命，护卫着一个个
花朵般的生命，奏响了感天动地的生命颂歌。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锻铸师魂。灾难面前，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面对灾难，生命却又如此绚烂。每一种表情都令人动容，每
一个瞬间都感天泣地。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五

当天地滴水成冰时，我们需要爱来驱走严寒;当人情变得冷漠
时，我们需要爱来融化心灵的坚冰，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当
环境变得艰难险恶时，我们需要爱相伴渡过难关。

的春天，我们收获了许多感动的故事。可是，当我们不定期
沉浸在冰灾后全力迎接奥运的喜庆氛围之中时，五月十二日
下午二时二十八分四川人民却面临天灾的袭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出于人的本能，强烈的求生欲支撑
着灾民们的信念……“我不会死!”二十岁美丽女孩的哥哥用
一支生日快乐歌打动了沉睡的妹妹，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蜕
变——重生。不公感动了中国人民，甚至感动了世界人民!

在抢救中，看到那些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却永远也不会再醒来
的小朋友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抬出时，泪水忽然就模糊了双
眼……。

当看到我们伟大的温总理受伤后却坚决推开前来包扎的医护
人员，面对武警官兵真的无动于衷时说的：“彭州市十万群
众被堵在山中，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
着办吧!”还有一些被救的孩子在获救时所表现出的坚强与勇
敢，人民子弟兵的敬业与爱心时，一句句平凡的话语、一个
个小小的动作、一次次勇敢的行动也足以将爱表现得淋漓尽
致。



著名影视演员张国立在捐款时说：“因为有爱，我们走到了
一起，因为有爱，我们创造更多的生命的奇迹!”那时，他的
妻子正和无数武警官兵在抗灾前线奋战……我们坚信：只要
全国人民手牵手，心连心，为灾区人民尽上各自的一份力，
灾区就有希望重生，废墟就以变成美丽的家园。

有人说：“灾难是暂时的，苦难是长久的;灾难不能分担，但
苦难可以分担，只要全国人民的心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振
作起来!”是的，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灾难就会变
成过去，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爱是一棵种在心田上的树，当你不断呵护它成长时，它一定
会报你满树灿烂的花儿。

天灾无情人有情。只要心中有爱，就一定有生的希望!只要心
中有爱，就一定有爱的奇迹存在!让我们满怀一腔热血向灾区
人民勇献爱心，创造更多的生命的奇迹，帮助灾区人民早日
找到自己的亲人并重建家园。

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能找到你;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会记
得你!

……因为，我们心中有爱!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六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7.8级地震，一时间全国人民的目光
都投向了那里。随着电视、报纸的不断报道，灾区死亡人数
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心也跟着一起激烈地震荡着。

昨天，温家宝总理亲临了灾区第一线，当他在新建小学前冒
着危险，踩着泥泞，攀上瓦砾堆，走近施救地点，看到抢险
人员正在解救两名被困在废墟下的孩子时，激动得流下了热
泪。他大声告诉孩子：“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



住，一定会得救！”面对这样的情景，谁能不为之流泪呢？
目前各地都在纷纷地为灾区人民捐款，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
谁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学校也发起了捐款的号召，大家
群起响应，尽自己的力量为灾区人民献出一份爱心。虽然力
量很薄弱，但我们心系灾区，时刻关心着、牵挂着，希望灾
区人民早日度过难关。

※整理，※

献给坚强的中国：

当风雪阻断归路，我们彼此取暖！

当主权面对挑战，我们亮出利剑！

当圣火遭遇屈辱，我们义无反顾！

当病毒吞噬生命，我们用爱弥补！

当列车冲出轨道，我们竭诚互助！

当震撼撕裂大地，我们开山辟路！

勇敢面对磨难，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加油，同胞！加油，中国！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七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灾难面前，他们表现出坚强和英勇。女生高莹双腿都断了，
双手也被砸伤，不仅一直没哭，还一边微笑，对大家说要勇
敢。中学生雷楚年在2分钟内，两次返回教室，带领7名同学



脱险。12岁的女生廖桐，安全带出十余名女生。

灾难面前，他们保持着智慧和乐观。用歌声驱赶恐怖、伤痛
和困倦;用团结、友爱和鼓励支撑生命。小女孩邓清清被救出
时，还在废墟里打着手电筒看书;被困于废墟80小时的男孩薛
枭，被救出来后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

灾难面前，他们想到的是友爱和感恩。女孩马小凤和薛枭被
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营救人员发现薛枭受伤严重些，但薛
枭坚持说先救她，而马小凤则说不，先救他，他的伤势比较
重。3岁的小男孩郎铮被救出后，艰难地举起还能动弹的右手，
朝救他的武警官兵敬礼，一个3岁孩子就学会了感恩，让我们
无比感动。

看看小英雄，再看看我们。我们的生活父母包办，吃喝不愁，
经常还有零花钱，可是学习不努力的大有人在;即使学习成绩
不错的，思想品德又如何呢?在家当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在校当小霸王，欺负同学刁难老师。

以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乐于助人，争做好事为主要内容的
四德教育活动从我们思想道德实际出发，弘扬社会主义荣辱
观，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我们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
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品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是树立远大理想。理想是人生的.太阳，是催人奋进的动力。
少年有志，国家有望。不论今后我们想做什么，都要把个人
的奋斗志向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今天
的成长进步同祖国明天的繁荣昌盛紧紧联系在一起，像奥运
健儿一样，为民族争光，为祖国争光。

二是培养优良品德。这是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根本。只要人人
心中有国家、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我们的社会就会变
得更加美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小
英雄为榜样，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逐步养成文明礼



貌、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勤俭节约、热爱劳动
的好品行，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是学习过硬本领。过硬的本领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我们
一定要以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各门
功课，打好知识基础。每天问一问自己：今天我学到了什么?
我掌握了多少?要接触自然，了解社会，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敢于创新，不断提高实践能力。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时代是美好人生的开端，
远大的理想在这里孕育，高尚的情操在这里萌生，良好的习
惯在这里养成，生命的辉煌在这里奠基。以小英雄们为楷模，
学习他们临危不惧、智慧勇敢，舍己救人，藐视困难，乐观
豁达，知爱感恩，团结友爱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成长为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一定能够肩负
起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神圣使命。

谢谢大家!

汶川地震一个月地震英摸报告会演讲稿篇八

我们挖出了一名老师，她的身体蜷缩着跪在地下，把自己的
背部尽量往上挺，她的底下就是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幸存了，
但是这个老师的头部严重受伤，当场就已经遇难了。现在在
灾区的现场我们能够发现很多这样感人的事迹。

废墟里她还在读书

“清清，那个美丽好学的女孩，你们看见没有?”在救助现场，
蓥华镇中学初一一班班主任陈全红一直关心着一个名叫邓清
清的女孩子：在她心中，这个贫困家庭里的小女孩，常在回
家路上打着手电筒看书。



当邓清清被武警官兵救出来时，让陈全红与官兵们感动的是，
这个坚强的女孩被救出时，还在废墟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
她说，“下面一片漆黑，我怕。我又冷又饿，只能靠看书缓
解心中的害怕!”她的诚实让听者无不流泪，陈全红一下子搂
住邓清清泪流满面：“好孩子，只要你能活着出来，就比什
么都好。”

深爱的人死去，他们还在刨

说起获救的一刻，金晓娟很是感动，“当时我们和另外几个
女的被埋了，是她们的丈夫救我和女儿出来的，但是她们的
妻子已经死了。”金晓娟哽咽着说，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深爱
的人已经死去，但他们一边大声哭喊，一边继续用满是鲜血
的手刨开废墟，救出了更多的人。

央视主持人在直播中流下眼泪

央视的主持人赵普在直播中哭了，在说出“为什么我们能够
这样(爱心救助)，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懂得互相守望和帮
助”的这一句话，他眼含泪水，忍不住哭泣。然而，这一次
没有人责怪他。看着他那泪眼朦胧的画面，我忍不住哭了，
很多观众也忍不住哭了。灾难牵动着亿万中华儿女，每个人
都忍不住动容。

孝感：65岁老太背瘫痪老伴下楼逃生

“地震虽然没造成损失，但我必须把这个感人的故事告诉你
们。”42岁的孝感居民吕芳说，昨日下午，在确定孝感遭遇
地震波及时，她马上从公司的写字楼跑了出来，但她马上想
到家中瘫痪在床的父亲。67岁的父亲住在7楼，虽然有母亲在
家中照料，但65岁的母亲肯定背不动父亲逃生。她必须去把
父亲救出来。

她急忙往家赶，爬上家里所住的三楼时，眼前的一幕，把她



惊呆了，满脸汗水的母亲已经将父亲背到了3楼，母亲一手扶
着背上的父亲，一手扶着楼梯，正一步步地向楼下挪。于是
她迅速迎上去接过了父亲。背上父亲后，她才感受到父亲之
重。母亲是用什么力量将父亲背到3层的?危难时刻，母亲是
多么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