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 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八十一周年演讲稿(精选5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篇一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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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
命交响曲!长征，把惊涛壮观推出，把日出瑰丽托起，让松柏
昂首挺拔，让雄鹰翱翔蓝天!

还记得81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它见证了我们中
华民族的艰险历程，体现了中国的辉煌与僮景，矗立起长征
者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积极进取，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英勇的雕像。

想想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你曾想到，这是革命烈士抛
头颅，撒热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着幸福的生活，好好学
习，长大报效祖国。我们只有在为远大理想的顽强奋斗中，
青年的人生抱负才能真正实现，青年的人生道路才会焕发光
彩。

我始终牢记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在学习的道路上，我奋发向上。上课
了，一双小手写个不停;双休日，在房里看课外书，有时，也
画几幅图，写几篇趣文。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正因为这些的



努力，我还获得了不少奖项，但这离我的理想还有一大段的
距离。

长征给我们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
人，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不畏艰辛，积极向上的生活
态度，就一定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具体到我们学生，
就是要学习上高要求，生活上艰苦朴素。作为未来的接班人，
要树立历史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时刻准备着，为祖国、
为人民奉献自己，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下去，让长征精神化
作一种不朽的精神，光照千秋、流芳千古!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篇二

大家好!

袁隆平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
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
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
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
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
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
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
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
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喜看
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
已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还是春寒料峭，这里袁隆平已经把
记者送至路口，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
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
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



凉”。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
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
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
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
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
作为一项战略计划，90年代以来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
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
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还派出了许多专家担任顾
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
国家培训技术专家。

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38期国
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名科技
人员。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
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
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谢谢大家!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篇三

大家好！

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一个坐标：北纬31度，东经103.4度。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公元2008年5月12日，北
京时间14时28分。一场8.0级的地震，突然袭击了中国西部的
四川省汶川县，强大的地震波震动全川，摇撼全国，在瞬间
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是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
中国遭受的伤亡最重的自然灾害，举世为之震惊，无数国人
为死难同胞落泪。



13亿中华儿女在这一刻为战胜巨大的灾难而握紧拳头，凝聚
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全体动员。在应对
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我们悲痛着、牵挂着、
同时我们又感动着、振奋着、自豪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
民同呼吸，共患难，他们穿行在灾区，决策在前线，英明指
挥，鼓舞斗志，领导全党全军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迎难而上、不屈不挠；那些忘我救援的人们，激励着
经历灾难的人。他们用生命挽救生命，用顽强回报顽强，用
泪水抚慰泪水，用爱心书写爱心；“大灾有大爱”的呐喊激
荡着每个人的心胸。同胞有难，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是志愿者，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3亿中国人顷刻间汇聚起巨大爱的暖
流，给受灾的亲人们以莫大的慰籍。

这就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
我们心底的真爱。

说到爱，下面的这个故事，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大爱的图
像。

5月13号，救援人员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发现了一名遇难者，当
救援人员确认她已经停止心跳以后，余震又开始了，救援人
员不得不迅速撤离了救援现场，就在这个时候，救援队的队
长以特有的职业敏感又回到了那片废墟中。因为他看到：一
名妇女双膝跪地，上身呈匍匐状，他确认这样的姿势一定有
特殊的含义，于是又一次仔细的观察，这时候才发现这名妇
女的身下，紧紧地护着一个才三、四个月大的婴儿。经过努
力，婴儿得救了。因为母亲的呵护，这个婴儿毫发未损，在
给孩子检查的时候，发现在他的襁褓当中，有一个手机，上
面有一封没有发出的短信。信是这样写的：孩子，如果你能
幸免于难的话，你要记住：妈妈爱你。

今天我想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也让我们给这位母亲发一封短
信，如果天堂能够收到的话，我想告诉她：我们所有的人都
会像她一样，爱她的孩子。



我想听了这个故事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但是我
也想到了许多网友的留言：不哭、不哭、祖国母亲不哭，灾
区人民不哭，就让我们一同努力，让这个因为爱而幸存的生
命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健康成长。

死者已如此之坚强，生者更要好好活下去。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佳明，因为家乡受灾，从海外回到了国
内，但母亲却不让他回家，他的妈妈说：不准回来，你要回
来的话，你吃的那顿饭，喝的那瓶水，也许就可以救另外一
个人。他的母亲现在每天都在家里一笼一笼的蒸馒头，送给
有需要的人。李佳明的回答是：妈，我不回来，我留在台里，
继续报道。同时他也借央视的赈灾晚会告诉全国人民：四川
人不服输，四川人懂感恩。

是啊，我们应该感恩，感恩于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抗击震灾；我们应该感恩，感恩于祖国如此强大，让我们
在灾难面前有一个强大的支柱；我们应该感恩，感恩于我们
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活着，还有什么痛苦挫折不能
承受。

在大灾大难面前尚且需要感恩，感恩灾难让我们变得更加的
坚强和团结。就是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对所遇之
事、所遇之人给予的点点滴滴的关心与帮助，都值得我们用
心去铭记，铭记那无私的人性之美和不图回报的惠助之恩。
感恩不仅仅是为了报恩，因为有些恩泽是我们无法回报的，
有些恩情更不是等量回报就能一笔还清的，惟有用纯真的心
灵去感动去铭刻，才能真正对得起给你恩惠的人。

今天，我们学习、生活在xx小学——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关怀
的大家庭里，更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学习，对待
老师，对待同学，我们感恩，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因为我
们经历了灾难倍感生命的可贵；只因为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
我们同呼吸共患难，我们是朋友，更是血脉相连的同胞。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此致

敬礼！

演讲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篇四

大家好!

他是一位饱经风霜而消瘦的老人，太阳亲吻过他黝黑的皮肤，
岁月刻在他脸上一道道皱纹，时光将他的须发染成花白，他
却丝毫顾不上这些，只顾着大步迈向田野，望着收成的水稻，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用粗糙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水稻，
眼里充满了喜悦。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

袁隆平在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一次
实验中，他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稻谷减少了5%，而稻草却足足
增加了60%，在这时有人就说："人要是能吃草的话，你这个
水稻就大有发展了。”面对无数的讥讽，袁隆平依然用乐观
的心态去面对，终于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每当有记者采访
他时，他总会像个小孩子乐呵呵的，他曾说过这样一句
话：“我80岁时是80后，我90岁时就是90后。”他这种乐观
积极的心态，感染了我，对待事情总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
待，所有事情都会变得美好起来。

我喜欢他从不言败的精神、乐观积极的态度、纯朴而高尚的
品德，他就是我的偶像，一个真正能让我的肚子和头脑都吃
饱饭的男神——袁隆平。



种子破壳而出，把头伸出浑浊的泥水。它的目标从来就很明
确——生长，结穗。水稻只能踏实，因为它生在水里，也必
须长在水里，这样沉默的生长着。终于，在黄叶遍地的季节，
金灿灿的稻穗挂满了水稻，又是成熟，又到收获。然而，这
时的它更深深地弯下了腰，在秋日中更显沉稳，它的虔诚总
是有增无减。

这个人就是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身上也带着水
稻的秉性：务实，淡泊，正直。

水稻想要长得笔直，根就得抓得稳。袁隆平懂得做事先做人，
也就懂得立人先立本。正直无私的人总比欺世有术的人更接
近理想，袁隆平的刚正不阿正是他攀向成功的根基。

爱因斯坦说过：“不要希冀做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做一个有
用的人。”袁隆平的水稻人生，就是奉献人生。

谢谢大家!

集团一周年演讲稿题目篇五

大家好!

“七一”将至，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回首这
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们党从血雨腥风中走来，从枪林
弹雨中走来，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带领中华各族儿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
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我们党不愧是民族之魂，国家之基。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起点时心
怀的承诺与信念，是困境时履行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是党旗下庄严许下的诤诤誓言，是融入血脉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101年前，我们党从南湖上的一
页小舟起航，紧紧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路高歌，披



荆斩棘，用101年时间建国，用101年时间立国，用101年时间
成为大国。我们坚信未来的__年，将是中国开启强国进程，
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重要历程。

不忘党的光荣历史。101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锤百炼，以实际行动和辉煌业绩
赢得群众拥护和信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
苦卓越的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结束了国家四分五
裂，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顶住压力，
中流砥柱，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的101
年历史证明，我们党是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不断开拓创新推动历史前进的党;是诚心诚意服务于
人民，为振兴中华不懈奋斗，实现繁荣昌盛，使中国面貌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党;是不断经受挫折和考验，为了人民利益
和人类进步事业，不断锤炼和提升自己，始终保持生机和锐
气，巍然屹立于历史潮流前列的党;更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党。全体共产党员只有不忘党的光荣历史，
不忘入党初心，并为此而骄傲，为之而自豪，才能进一步增
加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坚定不移的永远跟党走。

不忘党的根本宗旨。执政为民，是新时期我们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新概括。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
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人民哺育了
党，支持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和平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是为了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执政为民，是对我们党的新
的考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条真理。新时期的共产党
员要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身的行为准
则，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
为人民谋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崇高品德赢得了广大群
众的衷心赞誉，这样才能体现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广



大党员干部要时刻不忘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真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
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为伟大的为人民服务事业奋斗终
身。

不忘党的传统本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我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
个法宝。101年来，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得全国政权而
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
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全国建设的
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党面临着长期执政和政策开放的双重考验。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
我们决不能沉醉于改革的成绩之中，盲目乐观，不能忘记党
的光荣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本色。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清醒地
认识肩负的历史重任，清醒地认识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准备，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图虚功、干出实绩、
做出实效报效祖国。

人间正道是沧桑。101年的风雨兼程铸就101年的光辉历程，
蓦然回首，岁月如歌，我们又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中
国共产党作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路人，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人民的必然选择。党在召唤，时代
在召唤，让我们以崇高的理想、创新的意识、无畏的勇气展
现新时代党员的智慧、风采和力量，让我们团结一致、与时
俱进、奋勇前行，以忠诚之心跟党走，以为赤子之心为人民，
以奉献之心报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