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模板8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
稿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一

黄河流过了远古荒凉的荒漠，一直流到今天繁华的大地，穿
过大沉寂与大征战，穿过大黄沙与大峡谷。

黄河有自己。有自己的包藏着千里波涛的青春与迟暮，有自
己的崎岖坎坷与壮阔，还有自己追求的沧海和向往的地方。
大地给了黄河生存的河床，黄河给予大地清澈的河水，还有
旋转的血。

黄河奔流无止。不需要层峦叠嶂的调动，不需要蓝天白云的
呼唤，更不需要暴风骤雨的鞭挞，黄河自己会做蓬勃的奋飞，
豪迈的奔涌，有自己婉转的歌和优雅的舞，带着苏醒的浪呐
喊。它既是大地的主人也是孩子，在这里，在黄土地上奔流
不息。

黄河爱大地。爱大地上一切吐绿与吐红的花儿、草木、庄稼
与森林，向它们献予自己的生命之波。黄河咆哮着，为的是
保护着大地，以自己的怒吼去保卫，让大地上的生命快活地
成长，用自己默默地生命来给大地创造出美好。

黄河伟大而坚强。黄河的每一滴血都饱含着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它以自己的生命养育着多少中华儿女，多少英雄的事迹
在黄河身边上演。黄河这五千年来从未休息过，一直不断地
奔流，把源源不断地河水送入这一片黄土地，从没有什么阻
拦过黄河的脚步，把澎湃的浪花溅得多么高，把浑厚的歌声



唱得多么响，把生命的文化推得多么高，黄河又把自己的精
神传得多么远。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养育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源源河水。
黄河，在中华大地上不停奔涌，也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血管里流淌。它的每一滴水，都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浓缩；
它的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东方古国五千年岁月的辉煌与灿
烂。

黄河，是我们的歌；黄河，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魂！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眼睛是人类感观中最重要的器官，对于人们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
过眼睛获取的。它能够让我们读书认字，了解的世界。眼睛
能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再将这些视觉、形象转变
成神经信号，传送给大脑。

1992年9月25日，天津医科大学眼科教授王延华与流行病学教
授耿贯一首次向全国倡议，在国内设立爱眼日，并在天津召
开了全国爱眼日第一次研讨会。这一倡议受到眼科学界和眼
科专家们的响应，决定每年5月5日为全国爱眼日。1993年5
月5日，天津首次举办爱眼日宣传活动。受此影响，从1994年
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相继在5月5日举办
义诊咨询活动，同时宣传爱眼日的意义。1996年，国家卫生
部、国家教育部、团中央、中国残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
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重新确定每年6月6
日为全国爱眼日。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是眼睛让我
们看到生活的美好，世界的美丽；是眼睛帮助我们驱走黑暗



的孤独，让我们看见阳光的明媚；是眼睛帮助我们分辨是非，
看清黑白，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拥有一双明亮的
眼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尽量
减少对它的损害。

保护视力应该注意：不在强烈的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
读写姿势要坐端正，眼与书之间要保持30厘米以上的距离。
不躺着看书。乘车走路时不看书。读写时间不宜过长。每
隔50分钟左右要放松休息一下，或是做做眼保健操，或是到
窗前眺望远处。不可弯腰驼背，靠得很近或趴着做功课，这
样引起疲劳，造成成近视。经常眺望远处放松可以防止近视，
与大自然多接触，青山绿野有益于眼睛的健康。

期末即将来临，同学们应更加保护自己的眼睛。学习固然重
要，但身体更加重要。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我们的心灵之
窗。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三

上午好!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
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黄河之水奔流不息，黄河文化的血脉绵延不绝，弘扬黄河文
化是时代的召唤，更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山西作为沿黄省
份，就应当把这一资源优势用好、用足、用活，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保护传统文化，延续黄河文化血脉。山西境内黄河总流程965
公里。千百年来，黄河哺育了无数的三晋儿女，孕育出灿烂
辉煌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源，如文物、戏



曲、民歌、民舞、民俗、民间传统手工艺等。我们要保护好
黄河在数千年历史中在山西逐步凝练、升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全面梳理、深入研究、准确聚焦，使黄河文化血脉不断延
续下去。

打造文旅品牌，展示黄河文化魅力。我们要深入挖掘我省黄
河文化旅游资源，把自然与人文结合，把历史与现实结合，
以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为目标，打造三晋文旅品牌，擦亮黄
河文化名片。要结合自身的文化资源，采取市场化、专业化、
规范化的运作模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进黄河
文化和我省旅游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山西特色、山西
风格、山西气派的文化旅游品牌。要立足黄河做文章，围绕
中国根黄河魂主题，支持发展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彰显黄河
文化的内涵和韵味，展示黄河文化的魅力。

挖掘时代价值，传承黄河文化精神。黄河文化是坚定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道德取向和审美取向。我们要讲好黄河的故事，要传承黄河
文化的精神，就要深度挖掘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一
代又一代的三晋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和治理过程中，获得了
生存智慧，汲取了创造灵感，塑造了精神世界。我们要下功
夫让黄河文化的精神得以传承，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
核心理念、丰富内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等，实现时代要
求与历史传承的有机结合和继承创新。要寻求有价值、本土
化的、先进性的文化资源，与我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构筑具有山西特色的黄河文化体系。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看啊!黄河波涛滚滚，浩浩荡荡，犹如一条巨龙横在中原大地
上。“黄河之水天上来”，你们瞧，那黄色的水雾，此水真
是只应天上有啊。再看看那茫茫水雾中辽阔的黄河又多么地



像一卷巨幅画轴伸向远方、连接蓝天呢浪花四溅，河水像沸
腾了一般，无处不是泡沫和浪花。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五

你们好!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我们的校园更美好”。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小草发芽了，树木变绿了。在新世纪
的第一个植树节来临之际，我们学校运来了一车又一车的树
木、花草和草皮，顿时校园换新装，旧貌变新颜，大-片大-
片的绿色呈现在我们面前。学校为了给我们创建一个优美、
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了我们能够更加健康活泼地成长，想方
设法，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给我们的校园增添了片片新绿，
建成了一座座花圃，培植了一块块草皮，栽上了一棵棵树苗。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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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还不能做到，那么我想至少我们也应该为保护我们校园美
丽的环境出一份力气，尽一点责任吧。

近几天，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学校小卖部卖冷饮的生意也越
来越红火了。我们班的包干区就在小卖部旁边，自然也就遭
了殃。一下课，小卖部里挤得水泄不通，同学们捧着一块块
食品，咬着一支支棒冰，吸着一袋袋冷饮，吃着、笑着、闹
着从小卖部出来了，少数同学将包装纸、冷饮袋随手一丢，
于是我们的包干区上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冷饮袋随着阵阵春
风在地上轻飞漫舞，上下翻飞，可谓我们校园中别具一格的
一道风景线，它与我们学校新砌的花圃，刚植的草皮是那样
的格格不入。

这下我们打扫包干区的同学可就有事可干了。一下课就得住
守包干区――专捡包装纸、冷饮袋、冰棍棒。有时遇上大风，
我们只好追着飞舞的纸袋，跟它们打游击。刚刚拾干净了，
又有人扔下了，不信请看：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正从楼上悠



悠飘下，似天女散花一般。气得我们干脆不拾了。我们回到
教室，任凭他们去丢吧、扔吧。不一会儿，我们包干区上就
已稀稀疏疏地点缀着那些花花纸、红绿袋了，真是五彩缤纷。

管它呢，拾了就扔，扔了就拾，谁有这么多功夫呢?正在赌气，
忽然，我们透过窗户看见已经退了休而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丁
老师，他正挪动着蹒跚的双腿，颤巍巍地从宿舍走出，来到
我班包干区，慢慢地蹲下，伸出那双实在不灵便的手，抖抖
索索地，一个一个地将地上的杂物慢慢地捡起，捡起 啊!丁
老师，您为我们能有一个洁净、优美、舒适的学习环境，不
顾年老体衰，忘了病魔缠身，一下课就到商店附近捡除垃圾，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躲在教室里呢?那可是我们的包干区啊!我
们不再赌气了，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赶紧奔向我们的包
干区，继续去捡那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捡完的垃圾。

同学们，爱护校园，美化环境，人人有责。当你正想随手扔
出瓜皮果壳的时候，请你多走几步路，把它放入垃圾箱;当你
走路看见地上飘着纸片的时候，请你弯弯腰，将它捡起来。
如果我们人人洁身自爱，个个遵守公德，我们的校园一定会
更加干净、整洁、美丽。同学们，为了我们能有一个更优美、
更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了我们能更加健康活泼地成长，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校园环境。我们的校园一
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六

我的家乡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当你站在贺兰山远眺时，
远出那茫茫雾色中辽阔的黄河像一条巨幅飘带伸向远方，同
无比广阔的天空相连接，这使我想起家乡人常说的一句
话：“天下黄河富宁夏”。在黄河水的哺育下，我的家乡生
产了五大宝，红的是枸杞，黄的是甘草，黑的是发菜，白的
是二羊皮，青的是贺兰石。



在我的心中，黄河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经久不衰，流贯万
里，穿越九省，不舍昼夜，携带着风色、涛声与豪笑，奔流
了亿万斯年，她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在我的心中，“母亲”林涛萧萧，我常坐在母亲河边，呆呆
的望着她，黄河水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春天，风儿吹在河
面上，河面被吹皱了，显出绿色的生机。太阳从云层探出头
来，向河面撒下金光。每天清晨，这儿总是先从寂静中解脱
出来，河水开始晃动，船儿开始出发，农民开始耕作。那滚
滚的黄河水与人们的笑声交织成一支美妙的交响曲。

在我的心中，“母亲”的乳汁既甘甜又滋润，她哺育着家乡
的瓜果蔬菜，哺育着家乡世世代代的勤劳人民。

但如今，我的“母亲”她奇迹般的改变了自己，她变的凶猛
起来，像个恶魔，吞没良田，卷走房屋，她不再是中华民族
的摇篮，也不再是我心中的“母亲”。我多么想要我心中
的“母亲”呀！

我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不能
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不顾长远的发展，对人类的家园随意破
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看啊!黄河波涛滚滚，浩浩荡荡，犹如一条巨龙横在中原大地
上。“黄河之水天上来”，你们瞧，那黄色的水雾，此水真
是只应天上有啊。再看看那茫茫水雾中辽阔的黄河又多么地
像一卷巨幅画轴伸向远方、连接蓝天呢浪花四溅，河水像沸
腾了一般，无处不是泡沫和浪花。



爱护黄河的演讲稿篇八

黄河又一次断流了！

我却没有太大的触动。

黄河，在我，最大的作用要么用以制造有关伟大的比喻句，
要么用来感知比例尺―――以细软绳计量地图上的曲线，再
除它的实际长度。另就是地理老师那奔腾汹涌的五官、语文
老师那河床过高的声音―――让人眼皮渐渐发胀，头皮微微
发麻，心脏慢慢发疼。

我可以先豪气干云地朗诵：“啊，黄河！伟大的母亲河！”
而后一声嬉笑，随即怪腔又怪调。我打心底认为这是一种滥
俗的说辞，这类句式与感叹像是无可捉摸的虚无，象征或指
代的伟大词句被漫不经心或无病呻吟地朗诵，最后免不了被
毫不眷恋地抛诸脑后的结局。

黄河，就像我们的远房亲戚，有耳闻、有传闻，却不曾亲近。
听闻她病重，不会痛心疾首，不会心急如焚。有的只是不轻
不重的一声微叹，有的仅是血脉相连的一丝心尖微颤，以避
免有一天她真正离去之时，挤不出一滴眼泪的尴尬。

我该用怎样的表情去瞻仰她？我该用怎样的目光去凝望她？
是否触摸她粗糙龟裂的皮肤？是否梳理她枯干稀疏的头发？
能否亲吻她微微翕动的嘴唇，聆听她被沉重的呼吸所遮掩的
心跳？我怕我目光泄露的一丝怜悯亵渎她对我们的善意，同
时显露那赤裸裸的无法拉近的疏远。

她在灰黄的天地下踽踽独行，像一位沧桑的老人。

她时常平静，有时哽咽，偶尔咆哮，绝少歇斯底里。她怕我
们不正视她，更怕我们以头疼的目光满是怨怼地审视她。她
病了，病入膏肓，我们不得不以亲戚的身份、探视的名义，



走近她。面色焦黄，肌肉萎缩，能看清肋骨的排列走向，血
脉阻滞，经脉暴绽，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不免唏嘘，忍
不住恻隐。

以前可以轻松说出的“啊”字，竟是如此难以启齿，任用多
大的力气也无法张口。因为它提醒我们：黄河不是远亲，她
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血脉相连，骨肉难分。

不能让她更美丽，至少让她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