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 纪念汶川地震演讲
稿(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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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篇一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永远记住的
时刻.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摧毁了无数和平和宁静的城镇,
震动了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震惊了整个世界.
那一瞬间,巴山蜀水的呻吟,祖国母亲的哭泣,大地悲歌，那样
令人神往的天府之国,顷刻间天崩地裂,.断壁残垣。

然而在神州大地上，天灾无情人有情,在这里,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胡第一时间作出指示,温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人
民军队第一时间冲上前线，铺天盖地的祈祷祝福,心灵鼓励,
默默传递着整个华夏人民的温情力量。

我们相信，有全国人们的支持，有灾区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
地震震不垮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可以战胜，
灾区人们一定可以度过难关，重建家园，胜利一定属于坚强
的灾区人民!

如今时隔八年，在这八年中,灾区人们积极自救,社会各界人
士也踊跃参与在灾区恢复重建的各个领域。地震废墟上建起
新小学，宝成铁路新109隧道灾后重生，汉旺新镇正在崛起。
灾区人民的脸上洋溢的笑容，无不显现出人们对美好新家园
的期盼和重建家园的坚强信心。



2，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加防震疏散演练，学以致用;

3、充分利用地震科普基地资源，锻炼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

师生们，积极参加防震减灾活动，是我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提高防震防灾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体现，因此让我
们行动起来，构建和谐平安校园。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篇二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
四川汶川地区8级大地震爆发!其能量相当于几百颗原子弹!顷
刻之间，山崩地裂，桥梁坍塌，房屋倾垮，尸横遍野，哭声
震天，大地悲泣!顷刻之间，美丽的山河变得千疮百孔!顷刻
之间，温馨的家园被夷为平地!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使毫
无准备的灾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生死时刻，灾区人们没有被灾难吓倒，不管是大人，还
是孩子，他们都积极地加入到救援的队伍当中，竭尽全力地
救助受难的人。最让我感动的人是一个年仅9岁的小男孩，最
让我感动的话语是一句再平凡不过的"我是班长"。这个感人
的故事是这样的：地震发生时，四川地震灾区汶川县映秀镇
渔子溪小学二年级学生林浩正走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教学楼
瞬间倒塌，林浩被上面滑落下来的两名同学砸在了下面。林
浩奋力爬出废墟后，看到一个女同学昏倒在走廊上，就义无
返顾地把这名女同学背了出来，交给了校长。当时，林浩自
己已经被砸伤，脸上，手上都是伤口。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没想过自己一个人逃离，而是返回废墟里，又把另外一名
同学背了出来。事后，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
平静地回答："因为我是班长。"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可爱
的班长。在地震发生后，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救他人的感人故
事真是数不胜数......汶川大地震，不仅让我们各民族的心



空前贴近，也让我们收获了精神上的成长，让世界看到了一
个国家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力量，让中国变得前所未有的强
大。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懂得了：
什么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什么叫众人拾柴火焰高;什么叫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也更加懂得了：我的祖国是多么伟
大，祖国的人民是多么的可敬可爱!

祖国在我的心中，不再只是一面国旗，一幅地图，也不再只
是一种颜色，两个汉字。祖国在我心中，是一座高高的山，
是一条宽宽的河;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
森林......从那一天开始，我明白了很多，也长大了很多。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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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强烈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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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扬“自强
不息、顽强拼搏，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抗震救灾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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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板桥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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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篇四

大家好!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7.8级的特大地震
灾难。房屋倒塌，道路受损，2万多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
归。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伸
出了援手。70多个小时过去了，灾情还在加重。

当我们吃着美味的午餐，灾区的孩子还在废墟中呼喊。

当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灾区的教室已经倒塌。

当我们在父母的怀里撒娇，灾区的孩子却永远失去了妈妈!

同学们，让我们齐心协力，手挽手，肩并肩，支援灾区，让
灾区的孩子不再孤单。

捐出你的零花钱，让灾区的孩子吃上饭。

捐出你的压岁钱，给灾区的人民送去温暖。

灾区的孩子，相信我们，我们与你共渡难关。

灾区的人民，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为你撑起一片蓝天。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我们必将战胜灾难!

汶川大地震发言稿篇五



大家好！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5·12”汶川特大地震
带来的山河破碎的震撼和骨肉分离的痛苦。又是一年过去，
这里汇聚着普天之下的人间关爱，正从悲壮中生长希望。

两年来，在政府的积极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在全世界海处侨胞和各国人民友好的帮助下，四川灾区人民
崛起于危难、坚强奋进，用勤劳的双手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
家园，书写着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精彩篇章。目前，纳入国
家重建总体规划的29704个项目已开工97%，已完成投资6600
亿元，占概算总投资的70%。18个对 口援建省市已确定援建
项目3136个、援建资金751亿元，已到位援建资金502亿元。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信心实现中央提出的“三年目标任
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

如今，灾区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势头恢
复到了震前水平，进入到加快发展的轨道；投资发展环境恢
复到了震前水平，国内外资本进入较快增长；干部群众的信
心士气恢复到了震前水平，意气风发地创造新的生活。浴火
重生的新家园，正汇聚升腾起新的希望。

灾后重建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浩大工程。灾区重建效果，关键
取决于科学规划、科学重建。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注重整体
谋划、科学统筹，坚持用科学规划保障科学重建。震后第七
天，我们就着手灾后重建规划。把恢复重建与新型工业化城
镇化、优化经济布局、转变发展方式、充分开放合作、改善
宏观环境相结合，积极探索科学重建之路。加强对重建工作
的科学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灾后重建始终科学有
序，高水平高质量推进。

科学规划引导灾区全新布局，催生建设水平整体提升。按照
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10个专项规划，
灾区各市州、县市区都编制了相应的重建规划。规划做到了



全域全程，覆盖了灾区城乡，涵盖了重建的方方面面，尤其
是农村建设首次有了科学的规划作指导，克服了盲目性和随
意性；规划坚持了开门开放，集中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智慧，
确保了规划和建设的先进性、科学性；规划体现了前瞻超前，
处理好恢复与提升的关系，避免了把恢复重建搞成原样复制；
规划突出了村镇布局和风貌特色，异地重建的北川新县城初
现现代化羌族文化城雏形，震中映秀变身自然风光秀美、民
族风情浓郁的旅游小镇，原地异址重建的汉旺镇一派现代色
彩，新民居、新村落、新城镇勾勒出灾区发展振兴的美好画
卷。

灾后重建，最需要恢复和重建的是民生。重建的进度和质量，
群众认可是最硬的标准。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把群众安顿好、把民生保障好、把灾区建设好。现在，走进
灾区，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
最满意的是群众。

灾后重建中，民生项目进展最快。各级党委、政府安排重建
任务，民生项目是重中之重；调整重建进度，“加快”的主
要是民生项目。震后10天，完成1500万人的应急安置；震后
一百天，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完成1200万人过渡性住房安置
攻坚；震后一年内，350多万户因灾受损住房修复加固工作全
面完成；震后一年半，150多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农村受
灾群众在新房中欢度虎年春节；震后两年，25万多户城镇住
房重建基本完成。今年春季开学灾区学生全部告别板房校舍，
3002所学校今年9月将基本建成；1362个医疗卫生和康复机构
已开工94.2%，群众受损的家园加快恢复。

灾后重建中，民生设施提升显著。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全面上
档升级，建设标准更高，功能配套更全，服务能力更强。我
们着力建设百年工程、精品工程，使重建项目经得起历史和
实践检验。严格执行抗震设防标准，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农
房建设无标准、不设防的历史，学校、医院建成了最安全、
最牢固、最放心的场所。一批社会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



集贸市场相继落成，灾区综合保障能力比震前有了飞跃提升。
这些灾区以往的“短板”，在重建中实现了“跨越”。

救灾就是救民，重建就是为民。扩大就业、安全温暖过冬、
特困户帮扶、安置失地农民、保障“三孤”人员、伤残人员
治疗康复、再生育服务、完善社保体系，一项项举措聚焦民
生，一件件实事雪中送炭。去年，51个重灾县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震前水平。

地震灾区大多处于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本身就比
较薄弱，地震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抓住机遇推进基础
设施恢复重建，一批关系长远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整
个灾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

农村电网重建加快，震损水库除险加固进展顺利，生态重建
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大，防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灾后的抢险
救援能力在“4·14”青海玉树地震救援行动中得到检验和体
现。

灾区基础设施的加快重建和提升发展，既是灾后重建的重要
任务，也是保障灾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为四川打
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打下了基础。

灾后重建，既是一场“强筋健骨”的重生历程，更是一
场“脱胎换骨”的发展洗礼。东汽汉旺老厂的时钟，永远定
格在那悲情一瞬，而灾区发展振兴的脚步一刻也没有驻留。
灾区经济没有垮，迅速走出地震的阴影，步入了更好更快发
展的轨道。

着眼发展抓重建，抓好重建促发展。我们把产业恢复发展与
优化经济布局、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培育壮大优势产业，
增强灾区自身发展能力。因灾受损企业全面恢复生产，阿坝
铝厂产能倍增，东汽产能和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去年6个重
灾市州工业得到恢复性增长。受援县市都与对口支援省市建



起了产业合作园区，引进了一批重要产业发展项目。飞地工
业园区、产业合作园区、现代农业园区，新的园区定位更加
清晰、布局更加合理、区位更具优势。灾区产业结构得到优
化升级，一批落后产能及时淘汰，一批现代产业扎根兴起，
产业“小、散、乱”的状况极大改变，灾区正在成为生态农
业、绿色经济的聚集区、示范区。旅游业快速恢复振兴，地
震遗址旅游、乡村旅游在灾区蓬勃发展。

产业领跑，发展起跳。灾区产业发展正在走出一条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重生之路。

灾区城乡面貌和人居环境日新月异，所到之处新城拔地而起，
村庄焕发生机，道路四通八达。新农村、新城镇揭开了发展
新篇章，开启了灾区新希望。

不仅居民住房条件极大改善，而且城乡整体布局得到全面优
化。我们在重建中坚持“三打破、三提高”：打破“夹皮
沟”、提高村庄布局水平，打破“军营式”、提高村落规划
水平，打破“火柴盒”、提高民居设计水平，体现山水田园
风光，突出地域民族特色。城乡住房既安全美观，又经济实
用，既特色又现代，村庄布局、村落设计结束了散乱无序的
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集中居住、集约用地，城乡布局
更加科学合理。

不仅公共服务设施整体跨越，群众生活方式也发生历史性变
迁。通过重建，灾区的学校、医院、敬老院、文化中心、村
民活动中心和污水垃圾处理等民生设施全面配套。这也深刻
影响和改变着灾区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灾区群众住
上新房，也用上了现代生活设施，告别传统落后，享受和融
入现代文明。

不仅城乡环境风貌焕然一新，而且群众精神状态实现深刻转
变。在重建过程中，大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脏乱差的
现象在灾区大为改观，洁齐美的面貌在灾区全面展现。更为



宝贵的是，灾区从物到人的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群
众走出地震灾难阴影，重拾生活的信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得
到升华，展示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开放意识、创业意识、
文明意识得到增强。

经过震后两年的艰苦努力，灾区重建进展快、变化大、效果
好，成为城乡环境治理的样板，成为改善保障民生的示范，
成为干部锻炼成长的课堂，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窗口。四川灾区人民永远铭记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永远感
恩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
有灾区人民的坚韧奋斗，一定能够早日建成更加美好的新家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