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 植树节国旗
下讲话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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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篇一

老师和同学们：

早上好！这个周末你在家做了什么？你想过种树种花吗？学
生们可能已经忘记了3月12日是中国的全国植树节。

树木不仅可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还可以美化环境。例如，
绿树进行光合作用，为人类呼吸提供氧气。它还吸收氮气、
二氧化碳和臭氧，具有调节空气温度和湿度、吸收灰尘和噪
音等功能。这些都使人们非常重视绿树的作用。

同学们，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规定了植树节。由于气候不同，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种植节日。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有“爱树养树”的传统。喜欢白杨的挺拔，垂柳的柔软，松
树不屈的性格。除了这种精神寄托，人们更注重它的实用价
值。

有了树木，自然就会和谐美好；有了树，就会有清新的空气；
有了树，就会有高楼，房子，铁路。

同学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学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
了绿色，每一棵小树都茁壮成长；明亮的教学楼紧密相连，
花木错落；花园里长满了绿草.



同学们，让我们记住，多走几步，不要过绿化带，不要践踏
绿地，不要爬花木，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做一个有心绿化美化环境的人。

同学们，植树节虽然只有一天，但它会来来去去，但热爱和
保护绿色的行动始终是我们的功课。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
手，让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种下绿色，保护它。爱护每
一片绿叶，每一棵小树，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绿色。

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

同学们，上个星期五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对，3月12日，
是我国的“全民植树节”。今天我们在国旗下讲话的题目就是
《我和小树交朋友，争做绿色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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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儿也悄悄地探出了脑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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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规定了植树节，各个国家由于
气候的不同，植树的节日各不相同，每年的3月12日是我们中
国的植树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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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清爽、新
鲜的空气;有了树，才会有高楼、房屋和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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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小事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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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篇三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在国旗下演讲的内容题目是：《植树节，我们期待绿》

今天是3月12日，那是一个营造绿色环境，期待绿水青山，呼
唤人们爱护环境的特别日子——植树节。

我们期待绿水青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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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山谷都盛开希望之
花，每一条小溪都跳着欢乐之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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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绿化面积很低的国家，不到世界平均水
平的一半。但是，我国的木材的砍伐量却是世界第一，森林
面积不断减少。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绿色生命，爱护绿化，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我们不仅要节约纸张，少用一次
性筷子之外，更要多多植树，绿化祖国。作为一名中学生我
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为校园栽上一棵小树，给花
圃增添一朵鲜花，为草皮浇上一盆清水呢?我们应该为保护校
园美丽的环境出一份力气，尽一点责任。在校园中，我们要
保护草坪，爱护植被，不要去踩踏它们，我们要热爱周围的
一切花草树木，让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机勃勃地成长，不断改
善着地球环境。



我希望同学们能从我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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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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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更加美丽!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篇四

同学们：

大家好！你们知道每年的3月12日是我国的什么节日吗？对，
是我国的植树节。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爱护花草树木，珍惜绿色——
生命的颜色。

3月12日是中国的植树节，也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
驱——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纪念日。孙中山生前十分重视林业
建设，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
于1912年05月设立农林部，并于1914年11月颁布了我国近代
史上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07月又规定将每年清明定为
植树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设。上
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
大地园林化”。1956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12年绿化运
动”。1979年0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根据
国务院的提议，03月12日定为我国植树节的决议，这项决议
的意义在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
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将孙中山与世长辞之日定为我国植
树节，也是为了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象征着中山生前未
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并且要实现得更好。

我们知道，树木花草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它们能够通过
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制造新鲜氧气，



是“新鲜空气的加工厂”、“大自然天然的绿色氧吧”。它
们还能够吸收工业化生产排放的有毒气体、滞留污染大气的
烟尘粉尘和消除对人类有害的噪声污染等，对人类赖依生存
的环境能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它们还像一台巨大的空调，
为我们调节温度和湿度，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洁净舒适。
许多国家的护林实践表明，当国家森森覆盖率占全国总面积
的30％以上，而且分布均匀时，国家就不会发生较大地风沙
旱涝等自然灾害。正是有了树木花草的保护，才有了我们所
向往的山清水秀，遍地碧草如茵、鸟语花香。

然而，随着社会和工业的发展，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和
社会繁荣，人们对森林资源过度砍伐，对绿色植被肆意破坏，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人类曾经美好的生存环
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美丽草原变成了黄沙满天的荒漠，洪水无情地吞噬
了人类的家园，蓝天白云已成为某些地方美好的回忆…有人
曾经作出这样的计算，一棵树木的身价有多大？从它生产氧
气、防止空气污染、保持水土、制造蛋白等方面来算，一棵
树的无形的价值可达到近20万美元。而现在，人类为了获得
一倍的经济效益，往往要付出几倍、十几倍、甚至更多的代
价去弥补造成的毁坏。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有16.5%，这不能
不让我们深感焦虑！如果毁坏树木花草，就是在毁坏我们自
己的家园。

现在，人们已逐步认识到绿色植被对地球的重要性，各个国
家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树木花草。我国每年的植树造林活动也
大大增加了国家国旗下讲话的绿化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
植树节这一天，全社会都会积极行动起来，带上工具，种下
树苗。这种下的不只是一棵棵树苗，还有人们“爱绿护绿”
的美好愿望。作为地球的一份子，我们每位同学也有责任有
义务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美好环境出一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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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宣传植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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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让我们快快行动起来，爱护花草树木，珍惜生命的
颜色，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大地注入生命的活力，为蓝天增
添生动的色彩，为我们的'家园筑就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

植树节国旗下的演讲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谈谈关于植树节和环保方面的内容，请同学们注意听讲。

自然界中的人类、生物和气候、土壤、水等环境条件之间存
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人体的各个器官、各种机能之间
都是保持平衡的，一旦某个环节失去了平衡，人就会生病。
自然界也一样，一旦失去了生态平衡，便会产生种种不良后
果。

森林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卫士。有了森林，地面就不怕风吹雨
冲，水土就不易流失。大风遇到了防护林带，会被大大减弱；
雨水沿着树干慢慢地流到地上，被枯枝落叶、草根树皮所堵
截，能渗透到地下而不会迅速流走。在少雨的季节里，这些
储藏在地下的水，一部分汇成溪流，流出森林，滋养农田，
一部分经过树根的吸收、树叶的蒸腾，回到空中，又变成雨，
再落下来。森林让气候变得稳定正常。

许多国家的护林实践表明，当国家森森覆盖率占全国总面积
的30％以上，而且分布均匀时，国家就不会发生较大地风沙
旱涝等自然灾害。可惜的是，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有16。5%，
这怎么不让我们深感焦虑！



而且，人类自诞生起，一切衣食往行及生产，生活，无不依
赖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地球上的大气、森林，海洋、
河流、土襄、草原、野生动植物等，组成了错综复杂而关系
密切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但
是，长期以来，人类把确文明的进程一直滞留在对自然的征
服掠夺上，似乎从未想到对哺育人类的地球给予保护和回报，
在取得辉煌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却使得我
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满目疮疤，人口的增长和生产活动的增
多，也对环境造成冲击，给环境带来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