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音乐活动小狗抬轿教案(大全5
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扶贫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从来没有想过能够以今天这样一种身份和方式重回人大的校
园，在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感到压力。我问自己，人大法学
院的骄子们在这个时刻是否还有人愿意聆听一个有了好几个
代沟的师姐在这唠叨?如果侥幸还有人说愿意的话，我要对大
家说什么?我能带给大家什么?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似
乎看到了当年自己毕业时的兴奋和忐忑，也记起自己从事知
识产权审判18年来的辛苦和收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得到
过很多师长、领导和同事的提醒、指导与帮助。所以，我希
望我能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关爱传递给你们。今天，我从个
人的经历谈三点体会，如果其中能有只言片语给大家一点触
动，也算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的体会是：认清职责，坚持梦想。

在这里，我想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对工作是如何认识的?
是当做谋生的手段，还是当做事业?如果是要成就一番事业，
我的感受是，只有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发展、集体的荣誉
凝结在一起时，才会更有动力，更有价值。听起来是不是有
点空?但我身有体会。



1994年7月，我刚刚进入法院工作。一次，跟同事去修自行车，
修车的师傅问我们在哪工作，我们回答“法院”。正埋头修
车的师傅抬头望了我们一眼，意味深长地说“法院?法院好
啊!”这个好，听得我很难受。我知道，当时流行着一句顺口溜
“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那就是法官在公众
中的形象。当时，我就想，虽然我个人是渺小的，但是要从
我做起，我相信，通过无数个我的努力，会改变社会对法官
的认知，总会有一天公众会把法官当做“公正的化身”。

虽然成为一名好法官是我的职业梦想，但是刚刚参加工作的
我，并不了解自己从事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意义。当时庭
长的一句话，让我时刻牢记心中，让我能在18年来的工作中
认认真真对待每一起案件。他说：“知识产权无小案”。在
工作中我逐渐认识到，一项专利可能影响一个行业的发展，
一件商标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作为知识产权法官，
我们不仅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甚至要考虑我们的判
决对于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影响，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有了这份责任感，我才有了前进的动力。

xx年，我获得了公派留学英国的机会。留学时的一些经历，
也使自己受到很多触动。初见教知识产权法的教授，当我介
绍自己是一名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中国法官时，教授不以为
然地摇摇头说：中国?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吗?虽然中国知识
产权专业司法保护已经开展了7年，但是国外对中国不了解，
不认可。那一刻，我的心被刺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也就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一定
要更加发奋图强，要通过我审理的案件，让外国的当事人及
司法同行们，真正看到中国司法的发展与进步，领略到中国
法官的素质与风采。

这些经历，时刻会提醒我作为法官、作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
官的职责和使命。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我才能不懈努力和坚
持。



回想起来，如果我仅仅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或者仅仅
是当成自己的事业，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比如，当你没有了
生存的压力，当你生病，当你因生了小孩或者家人生病生活
负担过重，当你感到工作压力过大时，你的惰性必然会滋生。
如果把工作完全当成是自己的事情，那你随时都可以放弃。
而当你看到你工作的社会价值，当你发现任何理由都不能让
你在工作中得过且过时，我相信，大家会跟我一样，会选择
让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一起实现。

所以，只有当你感受到职责和使命时，你才能做到坚持梦想，
永不退却。

谢谢大家的聆听!

扶贫演讲稿篇二

一、现状

“学习笔记”评述：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看，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还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

——从贫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多
轮扶贫攻坚，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
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偏远山区，无论采取何种扶贫方
式，难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临“保护生态”与“加
快发展”的矛盾。

——从贫困群众的诉求看，日益呈现多样化。一方面，我国
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
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与全国同步实现小
康社会”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贫开发难度。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
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帮扶。距2020年还有不到6年时间，要确保7000多
万人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每个月要减贫100
万人，任务非常重。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学习笔记”评述：

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
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
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

“学习笔记”评述：

有些地方扶贫投入不少，但实际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扶
贫对象的精准性、因贫施策的科学性不够。而精准扶贫，正
是扶贫工作科学性的体现。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制胜之道也在于精准。“六个精准、四个施策、五种渠道，
十项工程”，就体现出精准扶贫中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
力的举措和更加的行动。贫穷是一种系统性弊病，深入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
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扶到点上、根上，才
能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理解“精准扶贫”的要义，用
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其中，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扶贫工作要到村到
户，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摸清底数、建档立卡，
被称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2014年全国共识别贫困
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
信息化、动态化管理，为实施精准扶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七、多元主体



“学习笔记”评述：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国已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
不少人将“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
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目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互为支撑，拓展着全新的扶贫格局。从
各方“单打独斗”到整合资源“握拳出击”，这也是精准扶
贫思维的重要体现。从各地实践看，在吃透当地情况的基础
上，搞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常常成效更加明显。以政府一
元主体为核心的扶贫计划往往多依赖于行政力量，搞大水漫
灌、一刀切，从而忽视市场与社会，群众不但没有富起来，
大量的投入还打了水漂。精准扶贫的思路动员了我国民营企
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到扶贫的行列中来，开创
了多维联动的社会扶贫新格局，真正反映民情民心，将脱贫
致富带入到寻常生活中。

八、管理

“学习笔记”评述：

我国自1986年起开始设立贫困县，旨在集中资源扶助最贫困
的地区。然而，在原有考核机制下，为争取政策扶持，部分
地区出现了“哭穷”争戴“贫困帽”的现象。为创新扶贫县
考核机制，2014年中组部、扶贫办印发了《关于改进贫困县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
见》，全面推进扶贫县考核、约束、退出三项机制改革。国
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文件，
对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禁止作为等事项作出了明确
规定。在退出机制上，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研究，
河北、贵州、甘肃等省份制定了贫困县退出标准、程序、奖
励办法和脱贫时间表。

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规划将把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从
顶层设计着手，谋划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强调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
府主动作为抓扶贫。除地方政府外，规划还拟对行业部门的
扶贫责任做出明确要求，今后行业部门扶贫工作将不再
是“可有可无”的“顺手之举”，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体系予
以监督保障。

九、扶志与扶智

“学习笔记”评述：

扶贫扶贫，关键是一个“扶”字。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
困，合理安排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恢复贫困地区的“造血
功能”，才能断掉穷根、开掘富源。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
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
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安格斯·迪
顿认为，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
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精准扶贫不是强行脱贫，而
是要拔除贫根。用科学的态度营造起扶贫扶志扶智的制度环
境，转变一些地区“等靠要”观念，才能解决“人的素质性
脱贫”问题，引导民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说到底，扶起贫
穷的人们，最终是要让他们自己站立。精准扶贫摆脱了以往
社会保障制度中被动盲目投入的趋势，政府着力于建设一个
环境，培育脱贫的能力。

十、展望

让精准扶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学习笔记”评述：

总书记在听取云南和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时均指出，守住发
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闯出一
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在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贫困地区



的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正在逐步释放，人力资源
的运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技术都在刺激着贫困地区在经济
结构和产业调整上找到新的“效益生长点”。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
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
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
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
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

扶贫演讲稿篇三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使命与担当》。

著名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诗中这样写道：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首诗倾诉的是深沉真挚的爱，今天，带着这种爱，我要讲
一讲我的家乡，讲一讲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讲一讲我的扶
贫故事。

“好，真好，孩子，请坐下说……”

一句又一句善意的谎言，为的是让百岁老人安享晚年。

张营村7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7位，我经常带着扶贫干部深入
每一个家庭，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春秋送祝愿。

张营村还有一家贫困户，王书春，女，今年61岁。10年前，
她的儿子因患白血病离开了人世；儿媳妇远嫁他乡，杳无音



讯。7年前，她的丈夫因患癌症撒手人寰。那年冬天，一场大
病差点儿夺去她的生命，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之后，这位坚
强的女性，颤巍巍走出医院的大门，回到张营村，担负起了
扶养孙子刁仁庆的重担。今年春天，她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驻村扶贫后，我多次到她家走访，都是铁将军把门，一打听，
她在县医院住院诊治呢。

三天后，刁仁庆的姑姑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看到这里，不争气的泪水早已溢出眼眶……

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们，这两件事，强烈的震撼着我的心！
它使我真正认识了脚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它有巍峨的高
山，有山一样的伟绩；但也有盆地，有盆地一样的创伤。这
两件事还让我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扶贫工作
任重而道远，扶贫必须因人而异：让体弱多病的老人心情舒
畅、安度晚年；让青壮年贫困户确立目标、勤劳苦干；让贫
困人家的孩子喜欢学习、志存高远、勇往直前，从而切断贫
困的根源！

同志们，让我们把使命牢记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到扶贫
一线去，到贫困群众中去，迎难而上，勇于担当，脚踏实地，
奋勇争先！用满腔热情、用实际行动、用骄人的业绩，为党
旗添光彩，为扶贫做贡献！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但扶贫还在路上，我会牢记使命与责任，
继续奋勇前行！

谢谢大家！

扶贫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春天悄悄地快步离开，夏天灰蒙蒙地来到这里。随着天气变
得越来越热，人们想到的第一个摆脱夏季炎热的方法是在水
中游泳。水虽然是生命之源，但也蕴含着无尽的危险，可以
促使人们提前结束这短暂的生命。游泳?这是一项非常健康的
运动，但有些人选择河流、水库和池塘等危险区域来获得暂
时的舒适。就这样，死亡慢慢接近他们。

每年这个时候，学生溺水事故频繁发生。虽然老教师家展每
年都会给我们进行安全教育，但也有同学不以为然，说“什
么溺水事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平时注意就好。“这
种想法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人做出了不可挽回的
事情。

很久以前，一个小学生不知道就离开了学校，来到了

附近的一个河塘里游泳，却因突如其来的抽筋在水里挣扎。
学校那边，老师发现人数不对时立刻联系家长，和老师们一
起寻找。一位渔民告诉她们，一个小男孩刚刚在河塘里游泳。
当老师们刚到那里时，小男孩已经沉入水底。

老师们心急如焚，立刻打电话报了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
力，孩子被打捞了上来，通过医生现场鉴定，该学生是溺水
生亡，因在水里的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判断死亡时间了。电
视台还特别播出了这篇报道，电视里，那个小男孩紧闭双眼，
躺在木板上，黝黑的皮肤显得格外耀眼，他的母亲眼圈红红
的，蓬头垢面，脸上有明显的泪痕。她的嘴里还念念有词，
不断的用毛巾擦拭着孩子的脸颊和手臂。孩子的奶奶说：从
孙子出事为止，她就没吃过任何东西，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当我看到这位母亲抱着孩子放声大哭时的场景时，不禁热泪
盈眶，是呀!溺水身亡，不仅是你自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还
伤害了你最爱的人，让大家为你流泪，让你的父母因你而痛
苦!你忍心这样做吗?这个故事，是我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是
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使我更加爱护生命。



有人说，生命是宝藏;有人说，生命是黄金;有人说，生命是
一江春水，历经岩险滩，仍奔腾东流;有人说，生命是一颗小
树，经历风雨磨难，仍茁壮成长……而我却说，生命如花，
世界因如花的世界而精彩，但有的人却轻易地让生命之花过
早地凋谢了。同学们，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要
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自己，为
祖国创造有意义的的人生，让我们行动起来，预防溺水，珍
爱生命!

谢谢大家!

扶贫演讲稿篇五

大家早上好！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一
词最早在周朝就已出现，而中秋节的盛行开始于宋朝。为什
么叫“中秋”呢？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三秋之中，
所以称“中秋”。中秋节还有许多称呼：“八月节”、“八
月半”、“月节”、“月夕”等等。

同学们，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你有何感想呢？我相信，很多
人的答案是：想家，想念爸爸妈妈。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