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一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植树节，我们期待绿水青山》。

今天是3月12日，一个营造绿色环境，期待绿水青山，呼唤人
们爱护环境的特别日子——植树节。

在今年的植树节里，我们可以在自己家的庭前、屋后、阳台
栽一棵树，养一盆花，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能懂得爱护学校
的一草一木。

植树节，我赞美绿色，因为有了参天大树，才使荒芜的地球
生机勃勃。我赞美绿色，绿色是人类财富的宝藏，也是人类
美感与艺术的源泉。

植树节里，我期待有一天，清澈的河流漫游着鱼群，在家乡
清澈的小河欢快游淌，鸟儿在枝头放声鸣唱，寂静的春天不
再寂静。期待有一天，狂暴的洪水不再咆哮，灼人的热浪不
再肆虐。期待有一天，所有的荒原都变成绿洲，所有的.生命
都得到上苍的关爱和人类的善待。

同学们，保护环境，绿化校园，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让绿色生命激活我们热爱的生活。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本月我们将迎来又一个节日，3月12日，“全民植树节”。说
起植树节的由来，还得从一位伟人说起：孙中山先生。他一
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1893年，他在《上李鸿章书》的政治
文献中就提出“中国欲强，必须急兴农学，讲究树
艺”。1924年他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时反复强调：“我
们研究到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林植树，要造
全国大规模的森林”。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
逝。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举行植树式。1979
年2月2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会第六次会议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我国3月12日为植树节。每年3月12日作为植树节还有纪念孙
中山先生的意义。目前，全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植
树节。由于各国国情和地理位置不同，植树节在各国的称呼
和时间也不相同，全年12个月，每月都会有国家欢度植树节。
最早设立植树节的是美国。1872年4月10日，美国的加州把4
月10日定为该州的植树节。我国1980年3月12日，发行了一
套4枚题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邮票。

你知道这样一组数据吗?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仅为百分之十
三，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为6.52平方米。而且我国人均
占有森林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人均森
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八分之一。另据报道：在未
来一百年内全球气温将升高1.5至6摄氏度，海平面将升高15
至95厘米，沙漠将更干燥，气候将更恶劣，厄尔尼诺现象将
更严重。想想我国的母亲河--黄河正面临着断流的危险，想
想98年长江、嫩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使多少个家庭
流离失所，有家难回，同时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达20__多
亿元。当听到这些，你的心情是不是也会很沉重?追究根源，
这一切都是人们不注意生态保护结出的苦果。



宇宙无垠，地球只是其中一叶孤行的扁舟。百年以前，绿色
铺满原野，百鸟欢叫，百兽相逐。可是，人类执意要“征
服”自然界，现在却败得涂地难收。有些游戏可以双赢，许
多打斗却注定双输，人类对自然界的过渡索取即是双输的典
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会反对环保。也许，
我们的同学现在没有很多机会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但是我们
要把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信念种植在心里。在植树节到来
之时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给花草浇一点水，多走几步，不
穿越绿化带，不践踏绿地。除此之外我们同学更要争做绿化
宣传员、环保卫士，要爱护我们校园中的一草一木，爱护我
们生活环境中的一草一木。将来，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分享：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三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这个星期，我们将又迎来一个节日，3月12日----“全民植树
节”。确定这一天为植树节，一是从植树的季节考虑;二是为
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生提倡植树造林的功绩。

同学们，在植树节到来之时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在校内保
护花草，给花坛里的小花浇一点水，给操场上的小树培一培
土，一起来美化绿化我们的校园。除此之外，我们同学更要
争做绿化宣传员、环保小卫士，要爱护我们校园中的一草一
木，爱护我们城镇中、社区里的一草一木。

同学们，在植树节里，让我们牢记，多走几步，不穿越绿化
带，不践踏绿地。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
边做起，从现在做起，做绿化、美化环境的有心人。将来，
我们的校园将更加美丽，我们的城市也将更加美丽!我们祖国



的明天也必将更加明媚灿烂!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四

各位同学：

早上好!今天是3月12日，新世纪的第x个植树节。所以今天我
讲话的题目是《保护地球母亲，净化育英校园》。

同学们，二十一世纪已翩翩降临人间。然而，挑战与机遇同
在，困惑伴希望孪生，二十一世纪，也是人类面临挑战的时
期。特别是人与自然关系极度紧张。人类过度砍伐森林，盲
目开发耕种，大肆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任意
挖掘自然资源，使地下矿藏日趋耗尽;废水、废物、废气源源
不断排放，使自然环境严重恶化。

人类向自然界过度的索取，遭致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飓风、
暴雨、暴风雪、洪涝、干旱、虫害、酷暑、森林大火、地震
等灾情不期而至，频频地袭击五大洲。1998年，全世界因干
旱等原因而造成的迁移性难民首次超过了战乱流民人数，达
到了2500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样的难民将达到1亿人。干
旱过后就是洪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发生在我国长
江、松花江等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这次全国性的洪涝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达250多亿美元。据统计，1999年全世界至少
有7万人在超过700起的灾难中丧生。

惨痛的生态教训，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视，最近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2011年申奥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就是
其中重要的内容。我国先后出台了许多保护环境的政策和法
规。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们建议制订
又一部环保法律《江河湖泊水域法》。



我国同时也非常重视保护环境的教育，“绿色学校创建活
动”在全国上下开展的轰轰烈烈，最近我们学校被瓯海区政
府授予“十年绿化瓯海先进单位”，这是区教育系统唯一荣
获此项荣誉的学校，这不但是对我校美化绿化校园的硬环境
的认可，而且也是对我校师生强烈的环保意识和良好的卫生
习惯的充分肯定。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环保小卫士”手提塑料袋，在校园里
的各个角落捡拾果皮纸屑;许多的同学当起了粉刷匠，亲手粉
刷墙壁;用自己的双手去保持了校园环境的优美。

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早餐后，
操场上有牛奶瓶，晚餐后楼梯上有水果皮，中午走廊上有纸
屑、食品袋。课间，有同学在走廊上踢足球。再看草坪，春
天本是万物生长之时，可我们还有同学在践踏它，学校的绿
化带中，不时发现有深深的脚英有的地方甚至走成了宽阔的
大道。

同学们，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环保意识是现代人的标
志。我们要有时代责任感。心系全球，着眼身边，立足校园。
多弯弯腰捡捡果皮纸屑，不要随地乱扔乱吐;多走几步，不要
穿越绿化带，践踏绿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五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爱护花草树木，珍惜绿色。

三月，细雨如丝，小树抽出了新的枝芽儿，花儿绽开了五彩
的笑脸，同学们，你们是否闻到了春的气息？俗话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温暖的季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春天更是播种的季节！你们知道，本周三是什么节日吗？



（植树节）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树、育树"的传统。爱白杨的挺拔；
爱垂柳的柔美；爱松树不屈的风骨。除了这种精神的寄托外，
人们更看重它的实用价值。有了树，才会有和谐美丽的大自
然；有了树，才有清爽、新鲜的空气；有了树，才会有高楼、
房屋和铁路。树，还是城市的忠诚卫士，它用它特有的颜色
为城市披上绿色的新装。正因为这些才有了这一年一度的绿
色节日――植树节。

同学们，植树节马上到了，我们要做护花使者，用心呵护校
园里的花草树木，不践踏花草，不攀折树木，阻止任何破坏
花草树木的行为，让绿色永驻我们的校园。我们还要做护绿
大使，向同学、向家人、宣传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好处，
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我们还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在我们
的家周围，栽上一棵树苗，让它茁壮成长，为地球增添一点
绿色。

最后，让我们牢记这句话：学校是我们的家，让我们每个人
都行动起来，共创一个整洁、美丽的校园环境。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植树节国旗下讲话初中篇六

众所周知，每年公历３月12日是我国植树节。起初，植树节
是个农历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重视植树，把每年的
清明节定为植树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行
者，就将孙中山逝世的公历日期３月12 日定为植树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植树造林的光荣传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做过多处地方官，每到一处他都要栽花种树，这在他的诗中
也有反映：“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
早晚见成林”。苏轼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并在湖堤上



种树因而留下了“苏堤春晓”这一著名景观。柳宗元贬官柳
州，但仍不忘种树：“柳州刺史，种柳柳江边”；“手植黄
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清末左宗棠率部新疆平叛，
沿途大种柳树，被称作“左公柳”。他的幕僚杨昌俊以诗歌
颂：“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有先人们为我们留下的绿
荫。在黄帝陵，传说是黄帝亲手栽种的柏树（称“黄帝手植
柏”）郁郁葱葱，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古城曲阜有孔子
的“先师手植柏”。泰山岱庙也有“汉武帝手植柏”。这些
千年古树现如今都成了重点保护的文物。“中庭树老阅人
多”，炎黄子孙树下瞻仰时，自然会生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的崇敬之情。

古人不仅重视植树，也十分重视保护林木。早在夏禹时代，
我国就有了有关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逸周书》记
载：“禹之禁，春三月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春秋战国
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曾说：“为人君而不能保守其山林菹
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宋太祖赵匡胤规定：“民伐桑枣
为薪者罪之。”清朝雍正继位时就要求严格保护山林：“严
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

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十分热爱树木，他在带兵时规定：
驻防官兵要在驻地植树造林，即使行军打仗时也不许践踏林
木。他屯兵徐州时，为了严明纪律，特意写了一首护林
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

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保护林木的故事。传说西湖净慈
寺有一古松，某新任太守为修造衙门下令征伐，方丈无计可
施，幸亏有个济颠和尚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了太守。诗云：
“庭松百尺接天高，久与山僧作故交。本谓枝柯千载茂，谁
知刀斧一齐抛。庭前不见龙蛇影，宅畔无闻风雨号。最苦早
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太守见诗，权衡利害，终于



收回成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