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景剧报告(模板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
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情景剧报告篇一

同志们：

孙扬同志先进事迹洪德乡报告会现在开始。

2012年5月20日，孙扬同志因患胃癌晚期、双肾功能衰竭医治
无效去世，年仅44岁。

孙扬同志短暂的一生，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情都投入到教
学工作中，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关爱学生，无私奉献，
钻研业务，勤奋向上，充分体现了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
限忠诚，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曾多次受到各
级组织的表彰奖励。孙扬同志从教二十多年来,忠诚于党的教
育事业、关爱学生，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用自己
的爱心照亮了每一名学生的心灵。他潜心钻研、积极进取，
把三尺讲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奋斗不息。特别是他
在身患癌症后，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不忘教育，心系学生，
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生命赞歌。他的这种默默无闻、无私
奉献的崇高精神，生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
高师德，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了一名
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展示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是全县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学习的楷模。

扬同志全县“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和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为彰显孙扬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进一步推动教



师队伍建设，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共产党员、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向孙扬同志学习活动，并
举办孙扬同志先进事迹全县巡回报告会，深入宣传孙扬同志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今天报告团莅临我乡作报告。

参加今天报告会的有：县教体局局长张明君同志，县委讲师
组副组长张勇同志，县教体局会考办副主任刘锋同志，全乡
副科级以上干部，乡直各单位负责人，全乡中学、中心小学
全体教师，各小学校长，共计160多人。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报告团成员，他们是：环县一中校长办
公室主任郑广钧同志，孙扬老师的同事郑建军同志，孙扬老
师的学生黄波同志，环县电视台记者王茸同志。让我们以热
烈的掌声对报告团全体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
感谢！

下面，请工作人员向报告团成员献花。………….现在，请报
告团成员作报告。

首先，请郑广钧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爱心化雨润桃李，
忠诚从教铸师魂》；……

下面，请郑建军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学生在他心里最
重要》；……

下面，请黄波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我心中最可敬的
人》；……

最后，请王茸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有一种幸福叫付
出》。

同志们，刚才，报告团4位成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侧
面和角度，讲述了孙扬同志的先进事迹，为我们生动再现了
孙扬同志作为新时期人民教师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光辉形



象。孙扬同志的事迹感人肺腑，他的精神催人奋进，让我们
在泪水与掌声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感伤与感动
中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心灵洗礼，在震撼与激动中凝聚了一股
强大的精神动力。孙扬同志无愧为我们党的好干部、无愧为
教育战线上的好教师，他是全乡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特别
是全体教师学习的标杆，是我们对照自身言行的一面镜子，
更是引领全乡上下抓好教育工作的一面旗帜。

神实质。向孙扬同志学习，就是学习他忠诚事业、恪尽职守
的坚定信念；学习他爱生如子、扶弱济困的高尚情操；学习
他勤奋进取、敢为人先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不畏困难、忘我
工作的优秀品质。今后我们要把开展向孙扬同志学习活动与
学习黄继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同部署、同安排，与推动“双
联”行动和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
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做好本职工作上来，开拓创
新，奋发进取，为推动全乡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报告团四位成员的精彩
报告！

今天的报告会到此结束，现在散会。

情景剧报告篇二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1、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灿
烂的文化。古典诗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
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然而，近几十年来，对传统
的东西抛弃较多，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现象显得日益严峻，
弘扬民族文化迫在眉捷。



2、新课程标准的需要

版的《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
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优势。”“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
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
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课程的“总目标与内容”
要求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
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
养，提高文化品位。”明确提出诵读古诗文的要求：第一学
段背诵优秀诗文50篇（低段），第二学段为50篇（中段），
第三学段为60篇（高段）。并且后面附录的“关于优秀诗文
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给出了一部分具体的篇目。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依据

当今时代，许多教育家和学者通过现代教育、教学科学的研
究证明了古诗文积累是有其科学依据的，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
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
发展思维”“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
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
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文化传统”。

2、《儿童心理学》中指出儿童诵读文化经典积累古诗文符合
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儿童在0-13岁，尤其是6-13岁期间的
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这一时期诵读的文化经典会进入其潜意
识，刻在灵魂深处，会伴着其心智一同长大，变在其身心的



一部分。所以应趁此时其忆之强，让其在轻松愉快、不求其
解，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记下一些文化中的精华作品，既训
练他们的记忆能力，又让其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
对儿时记得的文句自己能够渐渐领悟，乃至触类旁通。从而
学到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其一生的健康成长打下基础。

3、国家对儿童诵读文化经典有明确要求。中央《关于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纲要》明确提出：让少年儿童学
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的有效方
法。全国少工委、中华民族文化哈韩会、中国青少年服务中
心等单位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小学、幼儿园开展儿童诵
读文化经典活动。目前全国已有1万多所学校、3000多万儿童
诵读经典文化。

4、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重要目标之一。
古代诗文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有所增加，教学要求有所提
高。此外，新课程要求阅读必须是为提升学生精神生活的活
动，为养成学生终身读书习惯，培养阅读兴趣和终身持续发
展奠基。通过古诗文积累诵读让学生有丰富的多方面智力活
动。诵读积累古诗文让孩子感受前贤智慧和情怀，找到自己
的精神家园，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让其得到更好
发展。

（二）现实意义

1、我决定进行“小学古诗词教学实践研究”，目的就是有效
引导小学生学习经典古诗文，让中华灿烂文化走进学生心灵，
让他们在口诵心记、含英咀华中受到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精
华的熏陶，从而培养学生珍惜自己民族优秀文化，热爱祖国
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最终提高孩子们的人文修养，积淀孩
子们的文化功底，让我们的孩子打好传统文化的根基。

2、通过该课题的实践与探索，提高教师的小学古诗词的教育



教学水平，提升教师的文化和道德修养，提高教师自身的教
学素养和科研能力，促进专业水平的提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要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与习惯”、“语文课程应致力
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在我们的'
古诗词教学中如果能注重培养学生自学古诗的能力，将使学
生终生受益。

三、研究思路：

《语文课程标准》各学段要求中提出：第一学段要诵读儿歌、
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
语言的优美。第二学段要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
体验情感，领悟内容。第三学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
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由此可见，我们
的古诗教学要多诵读，读出韵律美，在诵读中想象画面，带
领学生入情入境，品出意境美。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以往“教师讲解，学生识记，
最后背诵”的传统教学方法，树立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中
深切体会古诗词的意境美、语言美、音韵美和形象美的新的
课堂教学方法。初步探讨出古诗词教学策略，并在此基础上
探索出古诗教学“五步教学法”模式。

四、研究策略：

“厚”读诗词，了解作者，读通字句，理解诗意；“薄”读
诗词，抓住诗眼，创设情境，想象画面，吟咏成诵。

古诗语言精练，但简约而不简单。因此，我们要将诗词
读“厚”。所谓“厚”读是指让学生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
通过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运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诗意词意，
丰富古诗词的语言。而“薄”读诗词，是指在学生理解诗意



的基础上，抓住诗眼，（诗眼即诗的主题）展开想象，理解
诗歌意境。

五、研究古诗教学模式：

解诗题——明诗意——抓诗眼——品诗情——诵诗韵。

六、研究周期及步骤

本课题研究周期定为1年（.1——2016.11），主要分为以下
几个步骤来具体实施：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6.2——2016.4）

1、整理课题研究相关资料，完成课题研究的确立。

2、收集有关古诗教学的研究文献及实践资料。

3、课题实践开始。

第二阶段：实验阶段。(2016.5—2016.10)

1、理论学习古诗教学，并深入实践研究古诗模式教学。

2、深入课堂教学、研究。

3、完成教学设计集、论文集，定期通报研究成果。

4、完成阶段教学报告，进行阶段小结。

5、经验交流活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16.10—2016.11)

1、进行总结和课例展示，撰写研究报告。



2、准备相关课例各相关的资料。

3、完成课题结题资料汇编。

七、预期成果

打破以往“教师讲解，学生识记，最后背诵”的传统教学方
法，树立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中深切体会古诗词的意境美、
语言美、音韵美和形象美的新的课堂教学方法。探讨出古诗
词教学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古诗教学“五步教学法”
（解诗题——明诗意——抓诗眼——品诗情——诵诗韵）模
式，引领着孩子们在本真的课堂里，直面文本、直面语言，
通过朗读、品味等方式，在诗词的国度中感其声韵，观其色
彩，从而悟其真谛。

情景剧报告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报告的题目是《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

底，我接到台里的通知，拍摄一期杨善洲老书记的电视访谈
节目。

此前，我多次采访过老书记，了解了很多老书记的先进事迹，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杨善洲
老书记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杨善

洲同志担任改区设县的施甸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1964年秋季，姚关公社遭受水灾，尚未收割的稻谷几乎全部
被洪水冲走。



眼看一年的收成打了“水漂”，来年要饿肚子了，群众焦急
万分。

一天，杨书记来到一个生产队查看灾情，提出了“大春损失
小春补”。

发现那里的群众不会用复合肥给麦种催芽，杨书记就叫人给
他弄两挑大粪水来，又叫供销社职工抬上来一包普通过磷酸
钙，然后卷起袖子对大家说：“来来来，我整给你们瞧。

”他边说边用手把大粪水、牛屎、钙肥拌在一起，拌一会，
感觉稀释度不够，又加入大粪水。

再加入小麦种拌入粪中，拌好后再堆起来捂好。

弄完后，他说：“这是给麦种催芽的一种好办法，你们都看
明白了吗？”

杨书记亲自动手拌大粪，这个朴实的故事，我不止一次从不
同的人那里听到过。

我想，这只能说明，老书记一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
留下了同样的故事。

1982年，土地承包工作完成以后，时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
洲带着司机赵从德到施甸县了解情况。

到了保场公社后，他对司机说：“小赵，我要到处看一看，
你等着我，如果到天黑不见我回来，你自己去找吃住。

”说完他就下了车，取出车后箱的大竹叶帽扣在头上，朝地
委在保场的样板田走去。

小赵守着车等到天黑，还是不见杨书记的身影，就把车开到
施甸县城，在招待所住了一夜。



第二天，小赵又开着车回到杨书记第一天下车的地方。

眼看太阳偏西，又是一整天过去，还是不见杨书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话不普及，没有传呼，更没有手机，
小赵有些急了，找到了保场样板田，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老人，
赶紧问他：“大爹，你见着一个戴大竹叶帽，穿黄胶鞋的人
吗？”

老人说：“哦，是不是说话还带着姚关口音？”

小赵连忙说：“他是地委书记啊！你见他去了哪里？”

老人说：“唉，这么大的官啊，看不出来嘛！怪不得他问了
我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又打听了一些村里的情况，卷了支
草烟就走了。”直到第三天，小赵才在木老元公社接着杨书
记。

在这三天里，杨书记究竟走了多少里崎岖山路，走访了多少
户人家，了解了多少民生疾苦，掌握了多少农民的生产生活
情况，只有杨书记自己知道。

小车司机找地委书记的故事，是驾驶员赵从德亲口告诉我的。

老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来，杨书记告诉我：“走路最能深入群众。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
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才真实。”1997年5月，老书记上大亮
山种树已经了。

有一天，他看到工人朱家兴托人交来的病假条，一问才知道，
朱家兴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住进了县医院。



老书记连忙赶到医院看望，家里人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
通知，我们也没钱再去大医院治了，就准备后事吧”。

老书记一听，着急地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们就不要
操心钱的事，赶快把他转到大医院去抢救。”朱家兴被及时
送到市医院，老书记又特意找到了主治医生，说：“我们这
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

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
医药费，我负责!”经全力抢救，朱家兴终于脱离了危险。

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普通工人的故事，至今仍在林场职工中流
传。

底，已经退休回家的朱家兴流着泪对我说：“我的命是老书
记救回来的。

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舍不得花钱，输液都是去便宜的小诊所，
可是为了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他四处奔波，找来三万块钱，
花在我身上，他一点不心疼。”当年，杨善洲老书记刚开始
上山种树的时候，还有人嘀嘀咕咕，认为他就是想退休以后
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

xxxx年后，杨善洲老书记兑现承诺，把大亮山林场的管理权
全部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他自己分文不取。

县里决定奖励他10万元，他也坚决不要。

举行移交仪式那天，我就在现场采访，如果说这也是一个故
事，那是在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的故事。

面对面采访老书记的那天，我心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多问他几个问题，让他多讲几个故事。



可是没想到，他一见面就跟我说：我今天就讲四个问题，讲
完了我就走，我就是造个林，没什么讲场！

坐下后，没等我问他，就一二三四总共三分钟就倒背如流说
完了植树造林的好处！看他着急要走，我赶紧提问：“我听
说您家里人借钱在施甸修了房子，你却没有钱还债，最后只
好把新房子卖了。

您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住在旧房子里，心里不委屈么？”他
脱口就说：“老是说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你到我家去看看嘛！
我们家现在宽得很！”

老书记的家我去过，三间瓦房加起

来也就80多个平方米！我们去采访，摄像机都摆不开。

我就反问他：“那也不怎样，跟别人比，还是差得老远。”
他急了，大声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
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
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不就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访谈中，我问老书记：“大亮山林场现在树木价值1亿元，完
全成材后总价值将会达到3亿多元。

您怎么就舍得捐给国家？”

他耐心地解释：“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千万不要
把这么大笔财富归到我一个人头上，大亮山从一开始就是国
家的，我只是代表国家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就物归
原主。”那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老书记，您种的树，
还有10多年才能成材，那个时候您已经90多岁了，您怎么享
受啊？”

我的话音刚落，他就毫不迟疑地说：“你这个姑娘呀，怎么



会这样说。

我那个时候已经到火化场去了，咋个会得享受！别人享受了
嘛！本来就是给别人享受，我享受不了有什么关系？我们的
子孙后代得实惠了嘛！”

他的回答把我这个年轻人给镇住了！我知道，他说出的，就
是他一辈子做人做官的原则和信念：一切为了群众得实惠，
人民的利益比天大！

访谈节目如期播出，老书记再一次感动了保山人民。

就在人们的回忆、感动、议论中，老书记的故事还在延续。8
月xxxx年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他用为民服务的思想、
行动和成效，诠释了共产党员“创先争优”的永恒主题。

他以他的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永远都追随他，
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真正的共
产党人！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求是论坛(

情景剧报告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报告的题目是《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

底，我接到台里的通知，拍摄一期关于杨善洲老书记的电视
访谈节目。

此前，我多次采访过老书记，了解了很多老书记的先进事迹，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杨善洲



老书记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杨善洲同志担任改区设县的施甸县第一任
县委书记。1964年秋季，姚关公社遭受水灾，尚未收割的稻
谷几乎全部被洪水冲走。眼看一年的收成打了“水漂”，来
年要饿肚子了，群众焦急万分。

一天，杨书记来到一个生产队查看灾情，提出了“大春损失
小春补”。发现那里的群众不会用复合肥给麦种催芽，杨书
记就叫人给他弄两挑大粪水来，又叫供销社职工抬上来一包
普通过磷酸钙，然后卷起袖子对大家说：“来来来，我整给
你们瞧。”他边说边用手把大粪水、牛屎、钙肥拌在一起，
拌一会，感觉稀释度不够，又加入大粪水。再加入小麦种拌
入粪中，拌好后再堆起来捂好。弄完后，他说：“这是给麦
种催芽的一种好办法，你们都看明白了吗？”

杨书记亲自动手拌大粪，这个朴实的故事，我不止一次从不
同的人那里听到过。我想，这只能说明，老书记一定在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留下了同样的故事。

小赵守着车等到天黑，还是不见杨书记的身影，就把车开到
施甸县城，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小赵又开着车回到
杨书记第一天下车的地方。眼看太阳偏西，又是一整天过去，
还是不见杨书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话不普及，没有传呼，更没有手机，
小赵有些急了，找到了保场样板田，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老人，
赶紧问他：“大爹，你见着一个戴大竹叶帽，穿黄胶鞋的人
吗？”

老人说：“哦，是不是说话还带着姚关口音？”

小赵连忙说：“他是地委书记啊！你见他去了哪里？”



老人说：“唉，这么大的官啊，看不出来嘛！怪不得他问了
我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又打听了一些村里的情况，卷了支
草烟就走了。”

直到第三天，小赵才在木老元公社接着杨书记。在这三天里，
杨书记究竟走了多少里崎岖山路，走访了多少户人家，了解
了多少民生疾苦，掌握了多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只有杨
书记自己知道。

小车司机找地委书记的故事，是驾驶员赵从德亲口告诉我的。
老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来，杨书记告诉我：“走路最能深入群众。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问，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了解
到的情况才真实。”

1997年5月，老书记上大亮山种树已经了。有一天，他看到工
人朱家兴托人交来的病假条，一问才知道，朱家兴得了肝硬
化，大量腹水，住进了县医院。

老书记连忙赶到医院看望，家里人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
通知，我们也没钱再去大医院治了，就准备后事吧”。老书
记一听，着急地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们就不要操心
钱的事，赶快把他转到大医院去抢救。”

底，已经退休回家的朱家兴流着泪对我说：“我的命是老书
记救回来的。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舍不得花钱，输液都是去
便宜的小诊所，可是为了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他四处奔波，
找来三万块钱，花在我身上，他一点不心疼。”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刚开始上山种树的时候，还有人嘀嘀咕
咕，认为他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
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



20年后，杨善洲老书记兑现承诺，把大亮山林场的管理权全
部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他自己分文不取。县里决定奖励
他10万元，他也坚决不要。

举行移交仪式那天，我就在现场采访，如果说这也是一个故
事，那是在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的故事。

面对面采访老书记的那天，我心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多问他几个问题，让他多讲几个故事。可是没想到，他一见
面就跟我说：我今天就讲四个问题，讲完了我就走，我就是
造个林，没什么讲场！

坐下后，没等我问他，就一二三四总共三分钟就倒背如流说
完了植树造林的好处！看他着急要走，我赶紧提问：“我听
说您家里人借钱在施甸修了房子，你却没有钱还债，最后只
好把新房子卖了。您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住在旧房子里，心
里不委屈么？”

他脱口就说：“老是说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你到我家去看看
嘛！我们家现在宽得很！”

老书记的家我去过，三间瓦房加起来也就80多个平方米！我
们去采访，摄像机都摆不开。我就反问他：“那也不怎样，
跟别人比，还是差得老远。”

他急了，大声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
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
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不就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访谈中，我问老书记：“大亮山林场现在树木价值1亿元，完
全成材后总价值将会达到3亿多元。您怎么就舍得捐给国
家？”

他耐心地解释：“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千万不要



把这么大笔财富归到我一个人头上，大亮山从一开始就是国
家的，我只是代表国家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就物归
原主。”

那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老书记，您种的树，还有10
多年才能成材，那个时候您已经90多岁了，您怎么享受
啊？”

我的话音刚落，他就毫不迟疑地说：“你这个姑娘呀，怎么
会这样说。我那个时候已经到火化场去了，咋个会得享受！
别人享受了嘛！本来就是给别人享受，我享受不了有什么关
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得实惠了嘛！”

他的回答把我这个年轻人给镇住了！我知道，他说出的，就
是他一辈子做人做官的原则和信念：一切为了群众得实惠，
人民的利益比天大！

访谈节目如期播出，老书记再一次感动了保山人民。就在人
们的回忆、感动、议论中，老书记的故事还在延续。

8月20日，他住进了医院，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住院治疗期
间，保山市委书记去看望他，问他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组织上
解决？老书记提了一个要求，摆榔乡尖山村的老百姓很难得
洗一次澡，请市里安排5万元经费，为他们修一个洗澡塘。

杨善洲老书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我采访到的一个个
小故事，到我面对面地跟他交谈，到我在他长眠的雪松下怀
念他，答案在我的心里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清晰！

杨善洲老书记是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他贫穷，他粗茶
淡饭，衣着简陋，一生没有任何积蓄；他富有，他两袖清风，
表里如一，雪中送炭出手大方！他固执，他执着造林，心无
旁骛，老牛拉车不回头；他豁达，他淡泊名利，安贫乐道，
草帽挨乌纱，平凡铸伟大！对于家人的不理解，他说“忠孝



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对于人们的不理解，他说“只要生
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

杨善洲老书记60年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他用为民服务
的思想、行动和成效，诠释了共产党员“创先争优”的永恒
主题。他以他的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永远都
追随他，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
真正的共产党人！谢谢大家！

/

情景剧报告篇五

在新课标理念下,数学课堂的一般模式是“创设情境,引入课
题一归纳探索,形成概念一概念应用,巩固延伸一归纳小结,升
华认识”.创设好问题情境是课堂成功的第一步,“情景教
学”是一种十分特殊且有效的.教学手段.身临其境的教学情
景能使原本枯燥、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趣味,使学生为
之感动,产生共鸣,尽快进入问题的情境的角色之中.创设情境,
是开展有效教学的第一步,在此我结合自己在数学课堂教学中
的实践谈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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