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承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
写一篇演讲稿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传承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同事们：

大家好！我是第一支部的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忠诚血脉》。

当我们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大声地宣读入党誓词时，
你们读到的是什么?我读到的是“忠诚”。忠诚是纪检监察干
部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在战争血与火的淬炼中，第一届中
央监委10位同志，有8位先后牺牲，无一人叛党，无一人投敌，
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首任主席王荷波，192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工
人运动领导者，被称作“品重柱石”。1923年2月7日，为了
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王荷波发动上海浦镇机车厂的工
人趁着夜色堵住火车站，第二天一早，由于火车无法通行，
浦口站乱作一团。机务段长张殿为了保证列车能够通行，竟
然派来了军警前来押车。王荷波毫不畏惧，他高举着红旗，
率领几百名工人站到铁轨中间，挡住列车的去路。眼见列车
急速逼近，却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
王荷波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冲向冰冷的铁轨，并大声喊
着“让火车，从我的身上压过去吧！”这时几百名工人一拥
而上，全部都卧到了铁轨上。列车驾驶员被眼前的场面深深
地震撼了，不得已把车停了下来。军阀头子齐燮元得知这个
情况后，立即调来一千多名士兵进行镇压。王荷波率领两千



多名工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最终罢工取得了胜利。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叛徒出
卖，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被捕。在狱中，残酷的
敌人对他用尽各种刑罚，用带着倒刺的皮鞭抽打他，用烧得
通红的烙铁烫他，用凉水和火油交替地灌他，但他咬紧牙关，
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他还曾不止一次地嘱托狱友：“请求
组织，一定加强对我子女的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
路”。1927年11月11日，北京的天空布满阴霾，几辆刑车由
南向北咆哮而去，刑车刚开到安定门外就猛然刹住，王荷波
被敌人从刑车上推了下来，反动军警手持长枪恶狠狠地催促
他跪下。面对敌人的枪口，他屹立不跪，毫不畏惧，只听他
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刽子
手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慌乱中仓促开枪，王荷波壮烈牺牲，
时年45岁。品重柱石，名垂青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血雨腥
风的时代，忠诚就是不背叛组织、不出卖同志，慷慨赴死；
在和平年代，忠诚就是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

20xx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的留置审查调查工作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月的一天，正在留置点值班的同志接
到通知：立即执行封闭值班制度，值班时间由原来的5天调整
为14天。对于这个安排大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然而困难是
有的。比如我们常年奋战在审查调查一线的郭主任，他的妻
子刚刚怀上二胎，胎相还不是很稳；儿子才上一年级，每天
都要接送；年迈的父母远在他乡，已经一年半没回去探望过
了……这些都是令人揪心的问题。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当看到妻子一手拉着
儿子，一手提着给自己带来的换洗衣物，听着栅栏外的儿子
大声叫着“爸爸！爸爸！”郭主任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
多么想亲手接过妻子手中的包裹，多么想抱一抱许久没见的



儿子，多么想摸一摸肚子里的小宝宝……他却只能隔着围墙
挥挥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回去吧！回去吧！

忠诚是一种责任，凝结在血液里；忠诚是一种义务，沉浸在
奉献里；忠诚更是一种品格，浇注在脊骨里。无论时光如何
流逝，这一闪烁在人性中的珍贵品质永远不会改变。也正是
一代又一代的纪检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才
让“党的忠诚卫士”这个神圣称号始终闪耀着光芒。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传承演讲稿篇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一梦想，上承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
大民族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出的不甘屈辱、不甘沉沦、
不甘落后的`发愤图强梦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于中国梦
的全过程，构成了中国梦的文化根基。

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复兴梦。能够把两岸同胞、海
内外华人连接在一起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凝
聚力。民族文化渗入血脉、薪火相传，文化认同支撑起民族
认同、国家认同。无论历史怎样变迁，中华儿女的民族文化
熏陶积淀为不能割舍的爱国情感。炎黄子孙无论身居何地，
或大陆或海外，都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中国梦是一个
伟大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情怀，反映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内核，中华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渴望国家的强大统一，
坚决反抗外国侵略，坚决反对国家分裂。

中国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复兴梦。把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
文化纽带，是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华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精神的一个富矿，在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进程中有着重要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中华历史上儒、道、墨、法等学派，有许多精辟思想仍然在
传播，为大众所诵读熟记，发挥着教化作用，是民族的精神
营养，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营养。

传承演讲稿篇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关于传承百年五四精神教师发言稿很多人都写过了。我们也
可以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三点，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无私
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追寻时代潮流的科学民主精神。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有关于传承百年五四精神教师发言稿，
希望你喜欢。

;

传承演讲稿篇四

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里路?

有这么一个闽西人，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他翻山越岭，穿过
了江西八个县，行程一千多里，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尖
兵项与年。

1934年9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蒋介石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
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进一步部署对苏区红军的第五
次“围剿”。会上制定了“铁桶计划”，在红都瑞金四周构
筑了三百重铁丝网，三十重碉堡线，动用一百五十万大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突然包围，要在六个月内消灭红军。

庐山牯岭会议结束后，地下工作者，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军
专区司令莫雄，把三四斤重的绝密文件交给了项与年、刘哑
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员。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立刻将



绝密文件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中央。随后分头把主要内容
用特种药水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中。那么派谁去送情报最适
合呢?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
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最终，项与年自告奋
勇，承担起了挽救红军生死危亡的重任。

拿到情报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
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
掩护，避开大路，翻山越岭，秘密前行。

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时，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
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
翅难飞。如何闯过关卡，成了大难题。经过反复思索，他决
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他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拿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自己的门牙，
顿时眼冒金星、鲜血飞溅，4颗牙齿脱落了下来。巨大的疼痛
使他昏倒在地，醒来时嘴角还残留着伤口血迹，脸颊也肿得
异常吓人，哪里还看得出原来的面目。

为了能让自己装扮得更像乞丐，项与年又抓起破房子里的柴
灰往脸上涂，在身上抹上牛粪，找来一顶废弃的礼帽、一件
破夹袄和一只缺了角的海碗，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
袋子里，拄着拐棍往关卡走去。

“站住！你一个要饭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有一个凶神
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道。

“长官，您不知道，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给，还
放出狗来咬我，我就拼命跑，哎……摔了一大跤。”项与年
佝偻着背，哭丧着说。

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



就这样，项与年强忍疼痛一路乞讨，俨然成了真正的乞丐。
他把乞讨来发馊了的食物放在字典上面，沿途敌军哨兵见了，
很远就捂住鼻子，“哪里来的臭要饭的，赶紧滚！真晦气，
呸！”。项与年翻越了十八个横排的山岭，顺利穿过了密不
容针的关卡防线，10月7日终于到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
地。

“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面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
项与年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

“你是?项老弟?！哎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嘛?”周恩来几
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叫花子就是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
的老部下。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
身的衣袋中掏了出来。周恩来立即命令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
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获悉“铁桶计
划”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提前实施突围转移。

至此，项与年冒死送情报的英勇壮举，让近十万中央红军躲
过了国民党的“铁桶合围”之势，跳出了足足30道严密封锁，
提前十天踏上了长征之路。

传承演讲稿篇五

在江西省兴国县烈士陵园的第三展厅里，有一座令人震撼的
雕塑：一座像竹笋般峭拔的石峰下，一些端着长枪的国民党
军畏畏缩缩地往上爬，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挺立在峰顶，双
手高举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往下砸……雕塑下刻着一句铮铮誓
词：“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这是1935年初春发生在兴国灵山芒槌石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江善忠1913年出生在兴国县长岗乡合富村的一



个贫困农民家庭，1928年冬加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29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他革命坚决，
斗争勇敢，从一位普通农民，迅速成长为一名省级领导干部。
他担任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长等职务。苏区时期，
裁判部行使相当于现在公安、检察、法院的职权，关系苏区
政权的稳固，责任重大。

江善忠担任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领导期间，对裁判部的除奸肃
反工作有很高的保密性要求。他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
必须遵守裁判部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不问，不该看的
文件不看，不该打听的消息不打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不泄
密，管好文件不泄密，保守党的机密甚至超过爱惜自己的生
命。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除恶肃奸从不留情，为维护苏
维埃法律的尊严和苏区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江善忠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月初的一天，江善忠率领一批伤病员和党的机密文件
在转移途中，不幸与敌人遭遇，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的安全，
不让党的机密文件泄露，他独自一人把敌人往芒槌石山顶上
引去。

上到山顶的敌人，只捡到烈士留下的一件血衣。衣服上面写
着：“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江善忠怀着
对党无限忠诚的信念，为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守党的秘密，
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过往，我们不能忘记曾
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江善忠烈士用生命写下的誓言，仍然
熠熠生辉。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将永远跟党
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