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 毕业生就业
三方协议书(实用5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以
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年味的演讲稿篇一

腊月二十九，天色落下，三个人，并列在街上走着。他们的
身体显得很臃肿，或许是他们的加厚棉袄惹的祸。他们提着
大包，小包，笑着，说着，准备去享受属于他们的“年宴”。

饭桌上，美味诱人的食物使他们惊喜万分，早已把刚才购物
的疲劳抛在脑后。三个人迫不及待地坐在座位上，准备来一
番狼吞虎咽。还是那位女人细心体贴，怕男人靠近窗户受凉，
一边呼唤男人远离窗户，一边迅速麻利地关好窗户。孩子
用“锐利”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偷偷地笑了。

烤肉开始，三人跃跃欲试，等待着烤熟的第一片肉。但是，
当第一片肉烤熟后，男人和女人相视一笑，似乎早心领神会，
四支筷子同时把肉夹到了孩子的盘里。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可孩子还是满眼感激地望向父母一眼——刚刚，他还和父母
因购物意见不同而“吵”得面红耳赤呢。他突然拿起桌上的
手机，“咔嚓”一声，拍下面前盘子里正在放下的那片肉和
两双盛满深深爱意的大手。他要把这美好的瞬间永远地定格
在他的心灵中。

饭后，三个人准备离开。女人一边反复叮嘱男人和孩子把衣



服穿严实，检查是否落下了东西，一边把吃剩的饭菜打包了
个精光。男人去结账，孩子似乎意会到了什么，嘴角微微张
开，正要说话——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想到了另外一
种方式来表达。他冲向了地上的大包小包，一手拎了两个，
故作轻松地走在男人和女人前面。或许行动，才是爱最好的
表达。

新年快来了。孩子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我，就是那个孩子。

年味的演讲稿篇二

每个人的心里，年味儿都各有各的味儿。有兴奋的、有难忘
的，甚至有的是难过的，而我觉得年味儿总是令人高兴的。

这时，我才得意扬扬，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冲到他们面前，
笑的前俯后仰。当然，过年除了和小伙伴尽兴的玩耍，更开
心的是爸爸妈妈不用工作，能够天天陪我玩，这但是平时都
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啊。

大年三十晚上吃啥？年夜饭呀，还没开始吃饭我都已经高兴
地像只活蹦乱跳的小鱼。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这天请来
了很多“嘉宾”，大家一齐吃年夜饭，最令我快乐无比的是
我能够参加到做年夜饭的'队伍中去。奶奶唱主角，妈妈当配
角，我充其量是个跑龙套的。今年的年夜饭是个性丰盛，有
丸子、猪蹄、红烧肉、烤鱼、牛肉……数不胜数，看得我眼
花缭乱。我就在灶边每个菜尝一口，肚子都快撑破了。

过年最有好处的要数收红包啦！

”我可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哦。



玩耍的欢笑，年夜饭的快乐，发红包的喜悦，都深深地包含
在年味儿里！

年味的演讲稿篇三

家乡的新年，有着许许多多的味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随着春节的渐渐靠近，
大约腊月初八，整个城市中便开始飘着年味儿，一天浓过一
天。

腊月初八腊八节，清晨时，妈妈便煮好了腊八粥，各色杂粮
谷类混在一起，象征着一年的丰收。入口又黏又甜，也许是
象征着新的一年一家人不分离吧？在这一天，住在乡下外婆
还要祭祀，这也是腊八节一种习俗，从先秦开始，腊八节就
有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的习俗。这时候，年
味儿是淡淡的，就像腊八粥的甜香味儿。

腊月二十四，是南方的小年。从这一天开始，便是真正进入
了20xx年的倒数。小年意味着人们开始置办年货，准备干干
净净迎接新年，表示新年要有新气象，表达了一种辞旧迎新、
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在外的游子也踏上了归途，与家人在
一起迎接新年年的到来。这时候，年味儿是浓浓的，就像游
子归家的温暖的心。

小年之后，过年的气息愈来愈浓烈，大街上挂着红灯笼，中
国结等物，家乡的白沙桥上也挂满了精致的灯笼，走在桥上，
心中便洋溢着慢慢的喜悦。跟随父母来到大润发超市，超市
中也是张灯结彩，一片红火。大人们忙着挑选年货，孩子们
则是欢笑着跑来跑去。人声喧闹，处处洋溢着喜悦。年货，
对联，饰品，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购物车。这时候，年味
是喜悦的，就像每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



眨眼便到了大年三十。到了下午，商店都锁上了大门，大街
上一片寂静，大伙儿都在家准备年饭呢。鸡鸭鱼肉，五谷杂
粮，样样不少。精致的菜色，诱人的香味，亲人的笑容，心
中忽然溢满感动。吃完年饭，大家坐在沙发上，观看春晚。
弟弟妹妹们笑笑闹闹，哥哥姐姐们和家长谈论学校的趣事，
外公外婆和叔伯们聊家常，整个家族和谐而又暖心。时钟滴
滴答答的走着，渐渐地，渐渐地的靠近了12。啊，还有几秒
钟就是新的一年了。大家都激动起来，长辈们在心中默数着，
小辈们已经念出了声。“3，2，1…新年快乐！”“新年快
乐！”窗外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一刻，不论长者或是
孩子，心中都溢满了对20xx的期待以及欢迎。这时候，年味
是温暖的，就像心中的那份幸福。

笑笑闹闹也就到了半夜，大家都回房睡了，只有几个小辈还
在叽叽喳喳的谈论着过去一年的趣事。第二天早晨起床已是
八九点，外婆已经准备好了长寿面，红糖水，象征着新的一
年健健康康，甜甜蜜蜜。这时候，年味是甜甜的，就像红糖
水的浓香。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拜年了，孩子们都喜欢这个习俗。因为
有红包拿呀。红包包住的，是长辈对后辈的祝福，疼爱。拜
完年，接下来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这也是春节假期的最
后一天。在这一天，大家放孔明灯，猜灯谜，放烟花，依然
是带着喜悦的气息。这时候，年味已渐渐淡去了，但留下的
那一丝气息，隐着喜悦与期盼。

年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哦，是暖暖的，幸福的吧。

年味的演讲稿篇四

从小年那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准
备迎接新的一年。新春正张开温暖的怀抱。



城市，人们仍忙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吃着微温的便当，
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脑。他们没时间休息，没时间放鞭炮，甚
至于没时间回家，紧张、疲倦，这是他们的年味儿。

乡村，人们固执地坚守着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连续十几天鞭
炮声不断，从这条山沟一直响到山后面的那条沟里去。

白天，农民们不再出田做农事，全挤在一间陕小的厨房里忙
着准备食物。过年时的一切吃喝都是他们准备的，因为他们
始终铭记着毛主席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他们看
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传统了。当高粱酒慢慢在坛子里酝酿
着香气，腊肉的滋味在烟和火中沉淀时，忙了一天已是傍晚。
总有几房人家家中的灯是彻夜不熄，乡里乡亲全都涌到这几
户人家中，电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里无用的摆设，在他们
眼里甚至还不如一口铁锅实在。因此，电视一年到头没开过
几回。乡亲们围坐成几堆，妇女们吃着瓜子，谈论着自己家
中备好的年食；老人们不善于谈天说地，各自思念着在外打
工的游子，搬着手指数着那已临近的归期；男人们则大碗喝
酒，高谈自己的壮志与抱负。

当大年夜那天的黎明到来时，人们少了往日的闹腾，紧锣密
鼓地张罗着饭菜，一扇扇窗户里投射出殷切期盼的眼神，齐
刷刷地指向村口，那游子回归的地方。团年饭以前，他们是
决不能大吃的，顶多喝几碗米酒，吃几个包子垫垫肚。当所
有外出的人们像商量好一样一同回到故土时，在外见过世面
的他们多多少少给这保守传统的小山村带来现代的工业气息。
这时，团圆饭才算开始。

从城里回来的人吆喝着：“开电视，看春晚！”村里的人不
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天能从电视上看到不一样的
节目（当然，他们其实是没看过平时的节目的）。电视由于
长时间没开过，屏幕上有些小水珠，模糊不清。从外归来的
年轻人不乐意了，而村里的老人却暗自高兴，因为他们听那些
“博识”的人说过：一有电视，孩子们的心就更欢腾了。



这样的场景年复一年地重复上演着，总有一群纯朴地农民执
著地守着那份传统，守护着家庭的和谐与团结。

这就是家乡的年味儿！

年味的演讲稿篇五

敬畏自然，远离野味，是人类血与命的教训。

2003年肆虐全国的非典，导火索是可与多种烈性病毒共生存
的蝙蝠;去年在内蒙古发生的.鼠疫，病源是呆萌可爱、无可
匹敌的土拨鼠;非洲大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主要宿主据说是果
蝠。人类一次次为自己的无知付出惨重的代价，小到个体命
丧黄泉，大到一个地域的人风声鹤唳、如惊弓之鸟般遁藏;旅
游困顿、自由受限、经济受阻也自是不争事实。而反观这次
疫情的发源地——武汉海鲜市场，就不能不说触目惊心：名为
“海鲜”，标有“野味”的商家标牌却赫然醒目;标有各种野
味价格的价格牌详尽得也是”叹为观止”;售价60元的活
鹿、4000元的鸵鸟、500元的孔雀、可传播鼠疫的土拨
鼠、sars病毒的宿主果子狸等等野味更是应有尽有。人类终究
为贪婪、无知又再次付出高昂代价，无畏的人类呀，利欲熏
心的人们呀，不知敬畏自然，不愿远离野味，可悲可笑可怜
可叹!

敬畏自然，远离野味，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基石。

一旦脱离了这一基准，缺少了必要节制，已经提升的文明素
质便会退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粗鄙。从动物园泼硫酸到女
子“虐猫事件”，从猎杀野生黑熊到”活取熊胆”，从偷猎
藏羚羊到“屠狗风波”……无不显示着人类对动物的杀戮，
对自然的不敬。如若杀戮动物之风甚嚣尘上，那么当今人类
社会又有什么标志性的本质属性迥异与动物世界?如若人人都
是冷血，野生动物与人类又如何和平共处?人类在无以计数的
种类病毒面前，又将何去何从?所以珍爱生命，敬畏自然，远



离野味，必行有所止，必人人为之。

敬畏自然，远离野味，是人类尊重生命、共谋未来的共识。

自然以宽阔无边的胸怀包容了人类的无休止探索，也以一种
悲悯的情怀脉脉关照着人类，无论是其地大物博的给予还是
冥冥之中烈性病毒唯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默契，自然馈赠
了人类太多太多。我们人类就不要再得寸进尺，让那些寄存
在野生动物身上的烈性病毒在人类的口腹之欲中，成为传染
病毒的瘟疫之源。更不愿再看到如故宫女主那样、如坐飞机
驾驶舱的美眉那样把吃野味的举动拍照于朋友圈以炫耀的丑
态。我们相信星际文明，可谁也没有亲见;我们探索宇宙，可
也没有更好的逆旅被发现。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共谋未来，
理性而文明地蜗居于宇宙一隅，早已是我们毋庸置疑的共识。

古人方孝孺有言：“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
有所止”，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克疫艰;也更愿我们铭记教训，
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真正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拒绝野
味，给野生动物一线生机，给人类社会一份安宁，莫让悲剧
再次上演!

年味的演讲稿篇六

我的家乡在祖国版图的最北方——黑龙江。在那里。最令人
回味无穷的，就是寒冬里依旧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春节了。

早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左右，大街小巷就仿佛在一夜之间
融入了过年的气氛。在那两天中，人们就把去年年初腌制的
酸菜咸菜沥好，买好大米、面粉。买好市场中最抢手的鱼虾
肉。商场中的零食、饮料、啤酒。

二十九这天，亲人们就都到齐了，我们全家会一起去逛逛街
上的小店，年味也就越来越浓了。



要说最热闹的还是大年三十和初一的光景，三十早上，我们
几个孩子不管多困，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和大人
们一起去买鞭炮，我们都知道，去的越早，就可以买到越多
自己心仪的鞭炮，所以尽管在零下十几度的早晨，我们还是
会一个劲儿地冲进集市，抱起自己最爱的炮竹，集市中还有
干果、花生、瓜子之类的七零八碎儿，爸妈往往会让店里的
伙计称上几斤。伙计见在大生意，很是热情地与我们聊起了
家常，我们总会将车装的满满的，再回到家去。

吃过午饭后，亲人们稍作休息，就又为过年忙活起来了，客
厅中不同的声音不停的拥入耳中，切菜声，剁肉声，揉面声，
还有各式各样的笑声，我也坐在客厅中被一个个笑话逗得捧
腹大笑。

夜幕渐渐降临，周围逐渐响起鞭炮声。我们正忙着洗澡出来
将大红色的睡衣换上，是饺子的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们过
年向来爱吃饺子，经姥姥之手的饺子个个都是美味至极，香
醇无比，姥姥总会在不同馅的饺子里各放一个硬币，谁要是
吃到了，就会幸运地笑出来，因为在我们这儿吃到硬币，表
示会一帆风顺的，快快乐乐的过一年。我经常吃到，也经常
相信硬币会我带来运气，总会眉开眼笑。

年味的演讲稿篇七

除夕前一天，我和家人回到老家。

老家的变化可真大呀，马路又宽又平。小河更加清澈了，鱼
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动着。每家每户门前都摆放着两个垃圾桶，
以前垃圾乱倒现象不见了。

人们忙着为过年做准备，有的在贴门联，有的在杀鸡、鸭等，
还有的在“谢年”。“谢年”是老家的传统祭祀，鱼、肉、
水果、零食等摆满一桌。奶奶告诉我，谢年就是开开心心送
走旧年，欢欢喜喜迎来新年，祈祷在新的一年里全家健健康



康，万事如意！同时，奶奶告诉我桌上摆的东西都有寓意，
鱼代表“年年有余”；年糕代表“一年比一年高”；火龙果
代表“红红火火”等。

腊月二十九，是年前的最后一个赶集日。奶奶带着全家一起
去逛集市。穿过一条狭窄的老街后，奶奶告诉我，这就是我
爸爸妈妈小时候赶集的街市。不过那时候集市上买卖的东西
品种不多，都是乡下农民伯伯们自己种的菜，手工编的一些
竹篮等。农民伯伯们把这些东西放集市上卖了，然后买回一
些肉和生活必需品。这一条窄窄的老街，给爸爸妈妈的童年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新街集市上。集市上人山人海，热闹
非凡。街道两旁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摊位，商品琳琅满目，看
得我眼花缭乱。看来过年了，大家都忙着置办年货。看着人
们大包小包拎满双手，我也跃跃欲试。穿过拥挤的人群，我
拉着妈妈的手挤到一个老奶奶的小摊位前。只见老奶奶面前
摆着好多红色的窗花。老奶奶告诉我们，这些窗花都是她自
己剪出来的，看着这些漂亮的窗花纸，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一
些。妈妈毫不犹豫的给我买了一堆，让我把家里窗户到处都
贴上窗花，我开心极了！

谢年、赶集，这样的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它们是最朴实
而又纯正的年味儿，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作为炎黄子孙的
我们，深深地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我们要好好地坚守并发
扬这些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