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 爱国故事
演讲稿(汇总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一

“我的祖根，雁荡出名，

奇峰插云，醉仙迷神，

梵鼓禅语，五里路亭，

茶水清清，款待远宾，

细瓷茶碗，玉洁冰晶，

……

有一天，正好有个京官去巡视浙江，来到了雁荡山。他呀，
去了章纶的故居仙溪，还翻山越岭走过显胜门，跨过仙桥坐
过仙亭攀过灵岩钻过仙姑洞，品过夫妻峰婆婆峰犀牛峰看过
大龙湫小龙湫……这下呀，他感觉自己像是来到了仙境。呀，
这章纶说得没错，雁山境地，村前村后，岭头山脚，五里一
路廊，茶水一缸缸!那茶水，咂咂嘴(动作)，真好喝啊!可是，
却有一点让这个京官感到很奇怪，这一路上怎么就没有见到
章纶所说的那一只只细瓷白茶碗呢。只是，看到了许多竹舀
子。口渴了，大家都是用这竹舀子来舀水喝的。难道这竹舀
子就是章纶所说的那个细瓷茶碗吗?哦!原来那个章纶竟然口



出狂言，拿竹舀子来戏弄我们文武百官?于是，他就悄悄拿了
一只竹舀子，准备回到京城羞辱一下章纶。

那京官回去后，就把偷来的竹舀子藏在袖兜里，去拜见章纶：
“章大人，你的家乡雁荡山，我去过了!真是一座仙山哪!那
五里路亭，茶水清清，只是，只是这细瓷茶碗……”他把手
伸进了袖兜，想把那个竹舀子拿出来。

说到这儿，章纶故意拍了拍那京官的肩膀，哈哈大笑：“年
兄啊，我跟您开玩笑的，请别介意!请别介意呀!”这时，那
京官不知道如何是好，吱吱唔唔地说：“我，我没什么……
我家里……有点事，告辞告辞……”，他知道自己嘴笨，赶
紧找个借口溜回家，从袖兜里掏出竹舀子，投入火灶呼呼烧
了。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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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三

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在无意或有意间触碰到别人或是被别人为
难，这时候我们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

一次，德国诗人歌德在花园里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走
过的小路与一位批评家相遇了。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批评家说道。

“我恰好相反”，说完歌德便笑着退到了路边。

这个短短的故事给了你什么启发呢?我们都佩服歌德的智慧，
但是更让我们佩服的是诗人歌德的心境，因为他给了自己一
个台阶走下去。而批评家却相反。

诗人和批评家的相遇其实只是一次无期而遇，也只是生活中
的一个小细节。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批评家一样，总是高高在上，总是认为自
己了不起，总是不会懂得谦让，最后我们却找不到让自己下
去的台阶了。

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的确演绎着一个独特的
角色，那就是自己。但是，既然是生活这个大舞台，就不会
只是一个人的世界，因此我们就应该懂得谦卑，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给自己找个台阶。



前几天和哥哥坐车回家，他的一位同事和妻子闹了别扭，打
电话也不见人接，于是哥哥说：“为什么不找个台阶走下去
呢，何必骑在虎背上下也下不去，这样不是你站得高，而是
给自己断了后路啊!”我顿时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的确，不管是做事情还是说话，我们都应该给自己一个台阶。

一道台阶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人行方便，有时候也是人与人
心灵沟通的通道。台阶往往是从下而上，我们只想过走上去，
而忘了还要下来。在人生着个舞台上，我们不仅要一道走路
的台阶，也需要一道心灵的台阶。如果我们总是站在那个高
高在上的地点，忽视了别人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会被抛弃在
那个“高高”的地方，陪伴着自己的就只会是寂寞和孤独。

歌德的那一笑一退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台阶，不仅不失面子，
也还深刻地讽刺了那个批评家。我哥哥的那个同事听了我哥
哥的话后回家就直接给妻子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就恢复了
原来的幸福家庭。

其实，每个人的独特也犹如一颗悬浮在液体里的微粒，难免
会受到冲撞或冲撞到别人，只要在心灵深处给自己一个台阶，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有情调，也不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因
此，台阶不是总往上爬，很多时候，我们还得用它走下来。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四

大家好!

雷锋叔叔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的很多感人的事迹已
经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了，但他却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不信就听我给大家讲几侧他上小上学时的故事吧!

雷锋说：“就剩这一道题了，我总做不对。”



那个同学过来看了看：“这道题我做好了，你拿去看看
吧。”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递了过去。

雷锋笑笑说：“谢谢你，让我自己再想一想吧。”

“那——就借你的给我抄一下吧。”

那同学便坐下重做了一遍，原来是运算中粗心，所以得数就
不对了。这时，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这才收拾好书包，手
拉着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

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决定到湖南烈士公园过一次有意义的队
日。到烈士公园要步行三十多里路，打大鼓的任务很重，雷
锋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了鼓手。队伍出发了，他小小的
个子，打着大鼓走在前面。队员们踏着鼓点，唱着“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长沙市进发。

走出七八里路，雷锋累得浑身是汗。辅导员见了，忙派了一
名同学来替换他背鼓。雷锋笑笑说：“不用换，我能行?”说
着挺起胸来，扬起小手咚咚地把鼓擂得更响。途中休息之后，
辅导员见他太累了，又派了一名同学来替换他。可他却
说：“打鼓的任务我已经领下来了，应该由我来完成。”于
是他又背起大鼓继续前进。对于身材矮小的雷锋来说，背一
个好几斤重的大鼓走三十几里路，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何况还要边走边打呀。他顶着烈日，越走越觉得吃力，腰发
酸，背发胀，嗓子发干，腿发痛。怎么办?他只有一个信念：
坚持，朝着既定的目标，坚持前进，坚持到底。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五

《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
傲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人定胜天、锐意进取、
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



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逐
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
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从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
一路前行。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我们义不容辞。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同学讲
讲。

一、爱国、气节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
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只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孟子提出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是集
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古往今来 ，多少仁人志士为维护
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爱国和气节方面为后人作出了
榜样。 诸如卓有见识的林则徐，血染吴淞口的陈化成，维新
被杀的谭嗣同，*帝制的孙中山，横眉冷对的鲁迅，抗日献身
的张自忠，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人都体现了这一民族爱国精
神，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
久不衰执着追求的完美精神气质。南宋文天祥的述志诗《正
气歌》以其浩然正气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邪气”斗，与
元统治者的威胁利诱“邪气”斗，“留取丹心照汗青”。共
产主义者李大钊“要为人间留正气”，大义凛然牺牲在张作
霖的屠刀下。诗人朱自清临终前虽贫病交加，也以其浩然正
气饿死不领美国粮……“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
服务。”这是一切爱国科学家的心声。 国外科学家纷纷回归
祖国，要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钱学森面对美国
方面的关押、软禁、监视，毫不动摇;华罗庚放弃在美国被重
金聘用的工作;李四光谢绝英国老师让他攻下博士学位再回国
的劝告……以上种种爱国、气节的实例，渗透着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然而在中华历面对物
质世界的诱惑及权势的威迫，小则卖友求荣，大则卖国求贵
也大有人在。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祖国和民族利益
为重，爱国主义不可丢，民族气节不可无。



二. 奋发、立志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
发向上的精神，而立志又决定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在前进道路上的努力方向。“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说明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少年时代有密切联系，历少年大志者不乏
其人。一代伟人*在前去广州革命根据地，途经长沙写下的
《沁园春·长沙》 ，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现出
*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并为之奋斗终身。十九岁的*所作
《大江歌罢掉头东》也体现了他改造旧中国的远大志向。可
谓少年壮志凌云。

当个人、民族、国家处于逆境时更应奋发立志。司马迁曾总
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
是发愤立志的例子。“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显现了从逆境中
走出来的可贵精神。迭经优患的中华民族始终坚强地屹立于
世界之林，“卧薪尝胆”的志向，多难兴邦的信念，坚韧不
拔的精神起了多大的激励作用啊!

有志者事竟成。但这志唯有以天下百姓，以国家民族为出发
点、为归属，才符合传统的民族精神，才能宏大高尚。奋发
立志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在人生途中不断地砥砺操行，完成大志。这就要
求我们胸怀鸿鹄之志，中流击水，奋发图强。

三. 改革、创新

中华民族虽遭受过外族的入侵和列强的蹂躏，但她却是四大
文明古国中能保持自己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民族。原因
很多，其中与中华民族跟随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传统
美德是分不开的。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面对北宋中期以
来积贫积弱的现状，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是何等的针锋
相对。王安石这种反对守旧，勇于进取的思想及大胆变法、
勇往直前的精神，使他大大于时代，为后人推崇和尊敬。

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
化，勇于创新的一个民族。近代的林则徐从中国反侵略战争
和国际交往的需要出发，组织翻译整理成《四洲志》，成为
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书籍。策划海防时也先
着手调查西方情况，这对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
封闭愚昧状态，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迈出了
坚实一步。直至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民
主”和“科学”;李大钊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把
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之路，都 体现了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优
良传统。历史告诉我们，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既离不开
生养、哺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也离不开及时吸取世界其他
民族的先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锐意进取，敢于和善于改革
创新。

四. 勤学、好问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是分不开的。
锥刺股是先秦纵横家苏秦好学的故事。苏秦为吸取广博知识，
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当困乏时，以锥子刺腿，用来振奋精神，
坚持学习。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
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都说明勤学的道
理。

读书光好学还不够，还需善疑好问。孔子从小入太庙“每事
问”。他主张“疑思问”，“不耻下问”。荀子把“不知则
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王充更是“智能之上，不学
不行，不问不知”。他们都把学和问联在一起。不学不问怎



能成为学问家，学贵在问，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超越。

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就
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大胆质疑，逐步形成勤学好问的
良好品德。

五. 勤俭、廉正

勤俭、廉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勤政、
勤俭带来了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前朝秦隋的穷奢极
欲导致覆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人云：“节俭朴素，人之
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表明中华民族对勤俭与奢侈鲜
明的善恶态度。

不为金钱或物质所惑，不为权势所动，终身保持廉洁、清正
的节操，这就是廉正。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要留清白
在人间”。他为人间留下了两种清白，其一是为民族为国家
不计个人安危的“清白”之心;其二是平时严于操守，廉正不
苟的“清白”之风。由于北京保卫战有功，他受到赏赐还加
官进爵，但都被他坚决推辞，后遭谗陷抄家时却是家徒四壁。
于谦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赢得世人崇敬，于今天也
深有启迪。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廉正美
德得到升华。

作为优良的道德传统，勤俭和廉正在今天更要发扬光大。这
就要求我们从一点一滴中学会勤俭，培养廉正的美德。

六. 敬长、知礼

敬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大钊曾说过：“……我不
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 ，可是我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
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
这是人之常情 ”。而今天敬长传统美德更应提倡和发扬，这



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风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左以
待”“程门立雪”“三顾茅庐” 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
在历广为传诵，深刻反映了这一点。知礼，讲礼，对人彬彬
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则。
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人也
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
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
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
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
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 ，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
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
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
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
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 ，勤俭、廉正，敬长、
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同学们，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让我们为拥有一座美
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文
明、高雅、有气度、有风范!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六

雷锋叔叔牺牲已经50个年头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
心中。帮陌生的大嫂买火车票、把迷路的大娘送回家、给遭
灾的战友母亲寄钱、利用休息时间帮本溪路小学建筑工地运
砖……雷锋叔叔做过的好事数也数不清，人们只能用一句
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来形容。



雷锋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必说最美妈妈吴菊萍为救坠楼小孩，
折断自己手臂;不必说英国人威廉·林赛在长城捡垃圾，一捡
捡了20xx年;也不必说温州特警邵曳戎坚持就地清理动车车厢，
意外发现“最后的生命”小伊伊;单说有一位老人：白芳礼。
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三百个学生捐出了他毕生的积蓄。 “‘一
个馒头，一碗白水，他曾如此简单生活;三百学子，35万捐款，
他就这样感动中国。正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拳拳之
心’，什么叫‘积小善成大善’，什么叫‘大爱无言’。 他
们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你从事的职业多么卑微，只
要你竭尽全力去爱，去奉献，你都会变得高贵，受人爱戴。

把爱献给他人吧!

轻轻地拾起地上的一张纸;悄悄地擦去课桌上的灰尘;静静地
走过正在上课的班级，默默地送给生病的同学一份关心，甜
甜地把真诚的微笑送给他人……只要你把这份爱播种下去，
你就是幸福的人，你就会成为雷锋叔叔那样品德高尚、处处
受欢迎的人!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七

您们好!

本人从事学校德育工作多年，深知要真正做好德育工作，难
度很大。德育工作难，难在其长期性和隐性，难在其常常不
被重视，难在其方法陈旧无创意，难在其能否真的让孩子们
入脑入心铭记终生。当然，学校是德育教育的主课堂主渠道
之一，学校德育工作者尤其要注重德育教育的针对性、主动
性和实效性。大道理要讲，小道理更要谈。但是，如果认为
向孩子们讲讲道理就能解决问题，肯定未免天真了一些。解
决思想问题、行为习惯问题等，主要靠不断的实践，靠养成
教育，靠引导进而内化为孩子们的品格和素质。

德育应与学校的整体工作有机融合，在各个管理层面体现并



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细节，即从微小处着眼着手着力。
实践育人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基本经验，德育要
从孩子们的生活实践开始，而德育教育的力量又是在交叉整
合、融会贯通、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过程中得以生成并生效。比如作文育人方面，先从“我和爸
爸或妈妈”开始，然后再“我与老师”、“我与学校”，最后
“我与社会”、“我与祖国”、“我与世界”……;再如环保
教育方面，先从不起眼的小事，从自我开始，再从改变习以
为常的陋习做起，从班级、校园再扩至社会、国家、地球家
园等。

只有实践才能育人，在德育实践中让孩子们去内化显得非常
非常重要。作为德育工作者，要有对孩子终生负责的精神，
千万不要将德育工作当作可有可无的花架子，形同虚设或做
做样子搞搞形式应付差事，有这样一句真话：德育为
先，“先成人后成才”!很有道理。有才而无德为坏才，是可
怕的!德育工作者应专业化，要有专业水准，要有理论支撑，
否则，东一榔头西一棒，盲人摸象，效果想必也不会太理想。

搞德育活动，必须要精心设计，系统研究，锁定目标，有可
行的预案，让孩子们从“生物人到社会人”(马克思语)。记
得曾有位大教育家说过：“儿童是感情的王子”，所以德育
教育要以情动人，以理感人服人，形成难忘的教育，收到让
孩子们终生难忘的效果。

细微之处见精神。我想，影响孩子的除了知识，更有道德与
文化。在人的一生中，到最后能想起来的才是最珍贵的!开展
德育实践活动，必须使用鲜活通俗的语言，生动典型的事例，
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别要注重孩子们的主动参与亲身经历和
真实感受，以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德育工作者应主动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并掌握规律，使孩子们从感情的变化引发行为
习惯的转化，促使他们既成人又成才。

总之，德育工作者要做孩子们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



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良好成长氛围的营造者，合
法权益的维护者。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八

我是一名平凡的教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更没有值
得称颂的大作为，平淡的教学生涯里，点缀其中的，也只是
些平凡的小插曲，小事件。

思品课的教学最为忌讳的就是沦入空洞的说教，所以，每次，
我都会根据课标的教学目的多多的准备一些历史典故、寓言
故事、新闻事件等素材来点缀课堂。以此提高学生们的兴趣，
注意力。有时，为了能充分的掌握课堂，我还会在心里预想
多种方案，好更为准确的把握学生在课堂中的实际走向。

望向这个学生，他那双充满疑惑的眼神正闪闪发亮的看着我。
扫视全场，学生们的眼神更为灵活了。甚至有的学生开始了
小声的争辩。到底是哪个警察的做法对呢？学生们的求知欲
达到了高潮。

“老师，我”“我，我！”争先恐后的声音，高高举起的手
臂，课堂气氛异常的热烈。我边鼓励着学生小组讨论说出更
多更广的想法，边在心里调整着思路。

那天，我没有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一课时变为了两课时。
但是，我尊重了每一个学生的声音，兼顾了每一个学生的发
展，保护了他们的学科兴趣，求知欲，把课堂真正的还给了
学生。

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当我们不再刻意给自己框一个架子时，
才会更接近真实，接近本质。同时结果往往也是让自己有更
多的惊喜。因为我发现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的兴趣更为浓
厚了，思维更为活跃了。每次走进教室，学生的眼中总会闪
烁出期待和喜悦。这是属于我的平凡小故事，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可歌可泣。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意味深长。

王戎识李的故事告诉道理篇九

我叫，来自新疆有色地勘局;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滴
滴雨露滋润心田》。

五月的新疆，微风拂面，细雨润物，到处充满了无限生机与
活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活跃着这样一支地质勘探队伍，
那就是新疆有色地勘局。它下属的地质队，分布于全疆各地，
找矿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50多年来，新疆有色地勘人发
扬“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
荣”的光荣传统，各族职工团结和谐，共谋发展，谱写出一
曲曲民族团结的感人乐章，那份民族情、那份民族爱，如滴
滴雨露，滋润了各族职工的心田。

在我们有色地勘局，每个地质队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日常
生活中你帮我助，这都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了。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这样几个故事。 20xx年2月，位于新疆库
车县的705队来了一个汉族队长，他的名字叫陈智;在有着三
百多职工家属的705队，只有他一个汉族。远离家乡，远离亲
人，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一个个贫困的家庭，一个个
失学的孩子，各种困难摆在他的眼前。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单位的困难局面，上任之初，他跑市场、
找项目，建产业、抓发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为职工群众
的服务中。去年6月，库车县连降暴雨，屋外 的倾盆大雨顷
刻间汇成洪水四处横流，他顾不上自己的屋子正在漏雨，扛
起铁锹向单位 200米 防洪坝冲去，暴雨冲垮了防洪坝，水已
淹进了十几户居民家。在暴雨中隐约听到妇女和孩子的哭声，
他寻着声音奔了过去，雨中他看到维吾尔大妈搂着两个小孩
在无助的哭喊，他顾不上脱鞋，跳进水里，帮助大妈清除流
进屋子的泥水;随后，又带领纷纷赶来的职工，冒着暴雨投入
到加固堤坝的工作中故事。事后，维吾尔族老大妈拉着他的



手，流着眼泪说：“你真是我们的好巴郎，”朴实的话语道
出浓浓的民族情。

20xx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办公室值班，退休职工麻木提的
老伴哭着进了办公室，哽咽着说：“麻木提快不行了，儿女
又不在身边我怎么办?”陈智一边安慰焦急的老人，一边打电
话叫来另一位同志，两人一起把70多岁瘫痪卧床的麻木提架
到车上，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当交住院押金时，麻木提的老
伴低下了头，陈智心里清楚她没钱交住院费，便将身上仅有
的1500多元钱交给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忙前忙后，挂号、
联系病房、找医生，推麻木提做各项检查，看着眼前近似父
子关系的民汉两家人，感动了当晚所有值班医生。当做完这
一切已是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705队工作的两年里，队就是他的家，
职工群众就是他的亲人。职工遗孀生活困难，他慷慨解囊;下
岗职工自谋职业缺乏资金，他鼎力相助;职工子女找不到工作，
他四处联络;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他主动调解。这两年，他帮
助了多少人?掏出去多少钱?调解了多少矛盾?他早已不记得了。
他默默无闻地做着这一切，是因为他珍视这份难能可贵的民
族情，更因为是责任，对党的事业、群众的冷暖强烈的责任
感。他用一点一滴的言行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对人民的热爱，对民族情谊的珍视。

如今的705队无论是经济状况、民生改善、庭院建设、职工面
貌、还是团结稳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提起这个汉族队
长，全队维吾尔族职工群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越来越
离不开这个他们眼中的“少数民族”队长。

在局属701队，一提起地勘院的 “助学帮困”活动，各族职
工群众无不交口称赞。自 20xxx年起，701队地勘院发起了一
项由职工自愿捐款，成立《助学帮困基金会》，对家庭困难
的民族职工“助学帮困”的活动。几年来，“助学帮困”活
动已捐助少数民族学生36人次，古努尔是701队退休职工，丈



夫去世，每月的退休工资仅有千元，家里有三个孩子，20xxx
年，已上了两年卫校的大女儿，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当
女儿离开心爱的学校时，难过的泣不成声，做母亲的也泪流
满面，她又何尝不想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呢，做一个白衣
天使是女儿的梦想啊，可她实在无力供养三个孩子上学，去
年九月，二女儿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眼看要重蹈大女儿的覆
辙，她心如刀绞;地勘院《助学帮困基金会》得知这一情况后，
如及时雨般将助学资金送到这个困难家庭的手中，将资助孩
子完成学业，直至大学毕业。当这个饱经风霜的母亲手捧助
学资金时，她热泪盈眶。是啊!她捧着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一颗颗期望能以知识改变贫困面貌的爱心。701队各族职工在
多年互帮互助的相处中，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浓浓民族情。

在你的身边，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有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
它们也许不是惊天动地，但却温暖人心，犹如那涓涓细流，
却能汇成爱的海洋!滴滴雨露，滋润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