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通用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一

一年一期的《感动中国》如约而来，在每年春天开始的时候，
一批各行各业感动国人的故事跃然屏幕，给予我们感动和力
量，积淀了一年的泪水为他们而流。

一方黑板授知识，三尺讲台育人才。张桂梅同志，全国第一
所全免费女高校长，一身病痛缠身仍心系贫困女生教育，
用12年时间将华坪女高1804个贫困女生培育成奋斗在各行各
业的优秀人才。她说：“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着她
们走出去。”这朴实而真挚的言语令人感动不已，身为共产
党员，我们应当向“时代楷模”张桂梅同志看齐。

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以坚毅不拔之志，牢记
使命。张桂梅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教育一线，纵使百
病缠身，步伐不再矫健，声音不再洪亮，也依旧无畏病痛，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要向张桂梅同志学
习，以坚毅不拔之志，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是所有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正值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之际，如何促
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加富裕，是目前重要的社情民意。
我们基层干部们，应当坚定信念，勤于思考，开展广泛调研，
结合实际村情民意，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为乡村振兴奉献力
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不计得失之心，奉献
人民。张桂梅同志工作几十年，工资规格年年提高，如今仍
然一贫如洗，她将她的时间、金钱、健康，甚至生命都奉献
给了她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奉献于贫困女生教育。在基层治
理工作中，要向张桂梅同志学习，以不计得失之心，奉献人
民。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公共服务供给
的“最后一公里”，群众满意度是衡量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
指标。我们基层干部们，应当贴近群众生活，拉近群众关系，
关注群众需求，成为群众朋友，以不计得失之心，为基层建
设建言献策。

敢上九天将月揽，为邦不惜鲜血流，以敢为人先之勇，创就
事业。张桂梅同志敢为人先，创立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为滇西无数生活在困境中的贫困女学生带去了希望，这
番伟大的事业值得历史铭记。在国家建设工作中，要向张桂
梅同志学习，以敢为人先之勇，创就事业。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梦，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要有敢为人先的
勇气。我们基层干部们，应当勇毅刚强，绝不退缩，要有功
成必定有我的决心，以敢为人先之勇，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
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蔑视卑微的
懦夫。”这是张桂梅校长创立的华坪女高的校训，读后让人
肃然起敬，与大家共勉之。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二

在望谟县的'这三年，刘秀祥经常去各个村里开会、家访，一
遍又一遍地给家长和孩子们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让孩子学
习。

三年，刘秀祥跑遍了每一个村子，跑坏了几辆摩托车，在这
样的努力下，当地的风气逐渐被改变，家长们非常赞成让孩



子努力学习，而孩子们的成绩也一步步高升，望谟县的干部
说：“刘秀祥把自己的故事传递给人们，让无数人感到励志，
因为这是活生生存在的例子，不是虚假的。”

三年的时间一下子就到了，可是刘秀祥知道自己走不了，望
谟县还需要他，学生们还需要他，深思之后，刘秀祥没有离
开，而是留了下来。

渐渐的，刘秀祥的名声传了出来，很多人都找他去做演讲，
对于这样的要求，刘秀祥从不拒绝，但也不要钱，他说要自
己去演讲可以，必须资助我们这边的两个孩子上学。

8年过去了，刘秀祥帮助的学生达到了1900人，这些孩子都一
一上了大学，走出贫困山区。2018年，刘秀祥被调任为望谟
县实验高中副校长，他开始帮助更多的学生。

刘秀祥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洒在望谟县的大地上，给这片土
地带来无尽的生机。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三

今天，我和女儿一起观看了《2013感动中国人物》的视频。
这本来是学校留给女儿的家庭作业，但当那一幕幕感人的画
面，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个高大的形象展现在眼前时，
却震撼着我的心灵。

他们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陈斌强：“绑着”母亲上班的孝子

陈斌强，38岁，浙江磐安县冷水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
师。2007年，他的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母亲，他决定带着母亲上班。他每天用一
根布条把母亲绑在自己身上，骑着电动车行驶30公里去学校



上班。不论时间多么紧促，不管工作多么辛苦，自己都要拼
尽全力，像小时候母亲无怨无悔的照顾自己一般去照顾她。
在母亲心里，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他为何整日陪伴
在自己身边，但陈斌强知道，这是一个做儿子的最起码的责
任。一连五年，他风雨无阻。

何玥：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何玥，女，12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在即将小学毕业之
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在她听说自己的生命
只剩3个月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月17日
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
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
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命运对她如此残酷，她小小的
年纪，却拥有伟大的精神;这一刻，有很多人落泪，为了眼前
平凡而伟大的事迹。

张丽莉：“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女，28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第十九中学任初三(3)班班主任。2012年5月8日，放学时分，
张丽莉在路旁疏导学生。一辆停在路旁的客车，因驾驶员误
碰操纵杆失控，撞向学生，危急时刻，张丽莉向前一扑，将
车前的学生用力推到一边，自己却被撞倒了。

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抢救，张丽莉被迫高位截肢。有人问
张丽莉，“你后悔吗?”她回答：“不后悔。这样做是我的本
能。我已经28岁了，我已和父母度过28年的快乐时光。那些
孩子还小，他们的快乐人生才刚刚开始。”

高淑珍：守护“炕头课堂”14载

高淑珍，56岁，河北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普通农村妇女。
她的儿子王利国4岁得了类风湿，落下残疾，到上学年龄不能



上学。高淑珍就在家办了个小课堂。加上附近村庄也有些因
肢残不能上学的孩子，1998年4月，5个孩子、4张课桌、2块
小黑板和借来的旧课本……高淑珍家里响起读书声。

“炕头课堂”一开就是14年。14年间，她接收了近百名残疾
孩子，却从未收过一分钱。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高淑
珍为多挣几个钱，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
日用品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她说，“我一天出去挣十
块、二十块，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我心里头欢喜，骑着车子
都有劲。”

周月华、艾起：“爬”遍青山送医上门

周月华，女，43岁，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西河村乡村医生，
艾起是她的丈夫。她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左腿残疾，
但她凭着自己的执着，完成了中学学业并成功从卫校毕业。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因自己身体残疾而四处碰壁。所以她就
决定在家乡开一个自己的诊所，可以让住在偏远地方的乡亲
们少跑一点路，少花一点钱，自己也会感到很开心。”

二十多年来，她硬是靠着拐杖和丈夫的后背，“爬”遍了方
圆13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岭，为辖区近5000村民带去了医疗服
务。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
着我们。爱无处不在，温暖永驻人间。

《2013年感动中国》观后感：留在心中的那份感动!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昨晚落下了帷幕。
这十位平凡之人的不平凡之事，让我们感动，令我们震撼，
一个个感人的事迹敲击着我们心灵最深和最柔软处，发出动
人的感动之声。



其中有一位叫格桑德吉，主持人是这样介绍的“她从大山里
走出去，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又回
到了大山实现她的教育梦想”。她用自己朴素的心对抗着恶
劣的生存环境;用自己执着的信念引领着一批批孩子叩响求知
的大门;用自己无私的付出成就了山里孩子的人生。任何赞美
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对这位教师的敬意，她就是毕业于河北
师范大学，被称为门巴族的“护梦人”最美乡村教师——格
桑德吉。作为师范专业的学生，我们要以格桑德的吉为榜样，
向她致敬，向她学习!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但是，他
们乐于奉献、昂扬向上、扎根农村、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却
是相同的，应该说他们是无数耕耘在乡村这个最基层的教师
岗位上的佼佼者。他们用青春、智慧、汗水和坚守，数年如
一日，“玩命”教书甚至忍受着面临死神病魔的折磨编织着
乡村孩子绚丽多彩的梦，这种美丽不是金钱和物质能够换取
的，而且完全靠着一种职业精神，“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敬
业精神来支撑。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光辉事
业的真正含义，诠释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

正是因为他们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大山深处那些渴望知识
的孩子才有了飞向外来理想的翅膀。

获得殊荣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可以说，没有人是为了今天
的奖台而选择自己独特的生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
不平凡的举动，只是因为忠于自己的内心，缘于爱。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四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昨晚落下了帷幕，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女排。

时隔12年后，中国女排再次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完成万
众瞩目的壮举。一瞬间，中国沸腾了、世界华人被点燃了，



在女排姑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这就
是“女排精神”。

“即使面对强敌，也能从容应战的勇敢无畏。”

“即使几近失败，也要险处逢生的绝不放弃。”

“即使战到最后，也不忘默契配合，互相协作的团队精
神。”

“即使伤痕累累，也坚定为国而战，无怨无悔的爱国信
仰。”

为了那份从81年开始的那份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女排精
神”，我们等待了12年。我们始终铭记，从1981到1986，中
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五连冠”
队伍，为世界女排史留下了中国女排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
始终铭记，中国女排在03年战胜日本队，重夺阔别17年的世
界冠军；我们始终铭记，2004年中国女排艰难逆转俄罗斯，
重揽错别20年的奥运金牌，重创辉煌。

当然，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中国女排再度迎来低谷，08年
北京奥运的遗憾，10年日本世锦赛的谷底，12年伦敦奥运的
意外……我们的成绩也许不那么理想，但女排精神却从未消
失或离去。我们可以被打败，却不能被打倒，无论何时，都
要凝聚在一起、团结如一家，女排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回顾女排的里约赛程，可以说跌跌撞撞，起起伏伏。我们开
局不利，小组赛连续失利，以小组第四名的成绩惊险晋级；
淘汰赛越勇，一分一分顽强拼搏，战胜东道主巴西队，挺进
四强，逆转荷兰晋级决赛，最终战胜塞尔维亚，一路突破最
终夺冠，创造了逆袭的奇迹。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中国女
排向世界诠释了“女排精神”，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女排精
神”的实质。正如郎平指导所概述的：“女排精神不是赢得



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
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女排精神一路指引着中国女排前行，给予她们无限的动力，
也一直感染、激励着无数中国人，这就是中国女排的魅力所
在，也是“女排精神”的伟大之处。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生
活中，面对困难和挫折不应该轻言放弃，要始终坚持信念，
勇敢前行。让我们祝贺郎导和女排姑娘们，让我们感谢她们
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铭记女排精神，把女排精神更好地
传承下去!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五

以前真的很少关注cctv1的节目，大概是从中央大刀阔斧反腐
倡廉开始吧，今天碰巧看到《感动中国》，我也被各种正能
量好好感动了一把，感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挺不容易
的。

感触最深的是胡医生，退休后20年坚持每天出诊的仁医胡佩
兰。

颁奖辞：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
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了，医生都像胡医生一样高的医德就
好了。记得小时候感冒一般都是去附近诊所看好的，现在一
个感冒去医院也要左检查右检查，一大堆检查之后再开一堆
的药，怎么就不能捡便宜的药开，捡重要的检查做?还好至少
还有一位楷模被我们知道，尽管她已经离我们而去，她的精
神值得现在所有的医生来学习，能做到活一天为社会贡献一
天，真的很难，不过胡医生做到了，谢谢她!

另外一位让我很感动的是拾荒老人刘爷爷，年届90仍然坚持



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

颁奖辞：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
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
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追求金钱，名利俨然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了，但就是在一位
老人身上，我看到了向前的力量，一个人不论有钱没钱都是
一日三餐，一个人不论有没有名气睡觉的时候都只需要一张
床，物质真的那么重要么?是的，我们离不开钱，但是我们可
不可以有钱还有爱心，人在做天在看，当我们老了的时候，
当我们到最后的那一天，我们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
财富，刘老爷子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止他的爱，我们哪里有
什么理由放弃爱呢?每个人都该爱自己，爱别人。

这位将军夫人一句话，值得我们所有人反省，守护开国将军
梦想，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革命老人龚全珍。

颁奖辞：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
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和信仰，辗转于战场、
田野、课堂。跨越人民的敬意，是你一生最美的勋章。

“做一辈子的好人不难，只要每天检查检查自己”,每天都想
想自己哪些做的好，哪些可以做的更好?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
道理?不过，我相信我是知道的，只不过我觉得没有人做得到，
现在有人做了，原来真的只要每天反省检查就能做好，这就
是正能量，我们每天反省检查就能做好，这个道理在龚老师
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正能量：“做一辈子的好人不难，只要每天检查检查自己”,
从我做起，从你做起!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
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感动中国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
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进步;千言万语，汇成一
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
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善良
的人，收获福报，祝福您们健康长寿。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词篇六

鲍峰，是马鞍山师专的一名思政课教师，同时也是和县人。
在他的同学当中，有几位是叶连平老师门下毕业的学生，因
此很早以前，他就从同学处听说过关于叶连平老师的先进事
迹。几年前，有一次学校请叶老来校给青年教师作报告，鲍
峰也第一次当面聆听了叶连平老师的讲述，知道了他更多的
生平故事，为之感动。

鲍峰认为，叶老既是他的乡中先贤，也是他的同行前辈。学
习叶老敬业乐业和奉献精神，自是应有之义。“叶老在平凡
的岗位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崇德向善的
师德，叶老是我们和县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年轻教师学习的
榜样和楷模。”鲍峰表示，叶老关心留守儿童的学业成长和
身心健康，自费成立“留守未成年人之家”，把孩子们聚拢
起来，无偿施教。又把有限的收入掰成几瓣花，组织学生出
外学习参观，扩大视野，甚至自费发放奖学金，鼓励孩子们
的每一个进步。倾其所有，以个人之力，先后培养辅导千余
学生。

“没有仁爱精神，是难以做到这样的倾情付出，更别说几十
年如一日的坚持。”鲍峰说。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鲍峰认为，他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仁爱精神不可或缺，放下身段接
触学生，了解学生，关注他们学习生活情感需要，如此才能
赢得学生家长的信任，教学之中也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鲍峰还认为，叶老的精神还表现在淡泊名利的奉献精
神。“教师不仅仅是个职业，更是学生灵魂的引路人。”鲍
峰说，“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为学生的人生‘扣好第一粒
扣子’，指引他们走好人生的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
们要有这样的觉悟，好在有叶老为我们做了榜样。”

提及对自身的未来规划，鲍峰表示，他将以叶老的精神为指
引，补精神之“钙”，不断武装头脑，强素质、提本领，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查找不足，强化学习，提振精
神，不断加强看家本领，耕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和责任田，向
叶老看齐，争当先进模范，立足岗位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