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色故事演讲 红色故事演讲
稿(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红色故事演讲篇一

——赣州市文清小学环城校区 江薇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民生活幸福，我们学习
环境条件无比优越，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可我们想过今天的
幸福是怎么来的吗？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

刘胡兰姐姐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是刘胡兰牺牲67周年纪念
日，我们深切缅怀她！让我们重温一下刘胡兰姐姐的英勇事
迹，永远记住刘胡兰姐姐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
周西村，牺牲于1947年1月12日。她8岁上小学，10岁参加儿
童团并成为团长，14岁担任妇救会主任，为中共预备党员。

刘胡兰是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受到中国三代
领导人题词的少年女英雄。

1946年10月，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文水县。中共决定只留下少
数同志坚持斗争。刘胡兰认为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主动
留了下来，组织群众掩埋粮食，掩护伤员撤离，还配合武工



队处死了敌人保长石佩怀，对敌人震动很大。 1946年12月，
敌人开始报复，多次进刘胡兰家乡搜查，抓走了地下交通员
石三槐等6人，形势非常危急。刘胡兰家人劝她赶快撤退，但
她表示：“走与不走要等上级通知。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
通知她转移，可天刚刚蒙蒙亮，敌人就包围了整个村子，强
令全村所有人到观音庙集合，刘胡兰也被迫来到场地上。她
早有预料，摘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交给母亲，
决心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刘胡兰最终在叛徒“石五则”的出卖和现场指认下，当场被
捕。 国民党大胡子军官黑着脸审问她： “你就是刘胡
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大胡子恶狠狠地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

刘胡兰冷静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

大胡子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了你是共产党。”

刘胡兰知道已被叛徒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
是共产党员，怎么样？”

大胡子问：“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刘胡兰回答：“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大胡子又问：“你给八路做过什么工作？”

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

大胡子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都如此厉害。见
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 “刘胡兰你要知道，
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了你，还会给你一份



好地，怎么样？”

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这下敌人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脸，敲着桌子嚎叫
道：“你小小年纪，嘴巴这么硬，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革命不怕死，怕
死不革命” 敌人无可奈何，站起来无耻地说：“刘胡兰，只
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最后，敌人为了恐吓刘胡兰，在她面前将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
活活用乱棍打死，场面非常血腥。 同时对刘胡兰吼道：“你
看见了吧，怕不怕？自白不自白，投降不投降？”刘胡兰痛
斥道：“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共产党员你
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
了。”

最后敌人发疯了，准备用机枪屠杀全村老百姓时，刘胡兰挺
身而出，用胸口挡住了枪口，大声喝斥：“住手！要死，我
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刘胡兰毫无惧色，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躺在了敌人的铡刀上壮烈
牺牲，年仅15岁。

刘胡兰真真正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们应当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学习，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国
美丽强大之梦而奋斗。

丰碑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



蒙的飞雪前进。 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块大冰坨，狂风狼似
地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员骑。他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
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
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
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
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 可能......哦，可能太多了，
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思索
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
知干什么。 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的
警卫员回来告诉他：“...... 前面.前面..... 冻死了一个
人...... ”

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一下，蓦然转
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 ”一
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发怒的豹子，样子十
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两腮的肌
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小声地说：“这就是军需处长......”。

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
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睑上，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 他
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
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风更狂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



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
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了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
“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故事讲到这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军需处长用生命向我
们诠释：什么是爱与责任！然而，有些人认为红军时代离我
们太远，淡忘了红军精神。但我想说：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熠
熠生辉......汶川地震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感动着：有写
下遗书冒着生命危险跳伞“孤岛”的空降兵；有自费支援灾
区的唐山义士；有放弃逃生机会，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老
师们；有临死还在喂奶的伟大母亲；更有舍身救同学的9岁小
孩儿他们用行动乃至生命书写着人间大爱。

当灾难降临的那一刻，许多生命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是
他们，留下了一段段壮怀激荡的故事。他们的每一种“姿
势”，都将永远定格，镌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成为不朽的
丰碑！

雷锋，你离开了我们吗?

演讲人 张汭

"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
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
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
远的坚守岗位？" 雷锋，就是这一缕阳光、这一滴水、这一
粒粮食、这颗最小的螺丝钉，虽然他的一生短暂，但他的精
神长存，虽然他的一生平凡，但他的形象伟岸。

你听,兰考县的父老乡亲们呼唤的声音响起来了,"焦,你怎么
啦?"声音是那样关切，是那样深情，因为他们的为了兰考县
的人们病倒了，倒在了兰考那片贫瘠而又富饶的土地上。

你看，新时代的焦裕禄向我们走来了，他的感人事迹，传唱



大江南北。两次进藏的他，领养了三个孤儿，让家境本不富
裕的家庭更加拮据，有时甚至须靠捐血来贴补家庭，可他给
群众买药、扶贫救济时却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多则上千
元，最终实现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这位视少数民族同胞为骨肉的汉族干部却倒下了，用他的鲜
血染红了他所热恋的雪域高原。

不，没有！也永远不会！雷锋他那流淌着无私奉献的血液将
撒遍祖国各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在新世纪
的建设大潮中，我们也将谱写一曲曲壮丽的雷锋之歌！

红色故事演讲篇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就义诗。
下头我就给大家讲讲他的故事。

吉鸿昌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他有胆有谋，
作战勇敢，他所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的“铁军”。
吉鸿昌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他坚决抗日，尽力为...工作。
蒋介石恨死了他，把他逮捕了。

吉鸿昌从天津被押到北平。刚一下车，敌人就给他看一份电
报，上头写着“立刻处决”四个字，妄图吓唬他，要他投降。
吉鸿昌看了，平静地说：“行啊！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有一次，反动头目何应钦亲自审问，要吉鸿昌招出抗日活动
的秘密。吉鸿昌把眼睛一瞪，大声说：“抗日是四万万五千
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仅有蒋介石和你们，跟日
本勾勾搭搭，尽干些祸国殃民的坏事，才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何应钦被骂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敌人用尽毒刑，把吉
鸿昌打得遍体鳞伤。直到临死前一夜，吉鸿昌还在狱中宣传



抗日。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就要永远‘休息’了，
你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就义那一天，吉鸿昌像出门散步一样，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在刑场上，他对特务说：“告诉你们，我为抗日死，可不能
跪下挨抢，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你说怎样办呢？”特务们有些害怕了。“给我拿把椅子来，
我得坐着死。”

椅子拿来了，吉鸿昌厉声地对那个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
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那你说怎样
办？”那特务浑身发抖地说。

“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
的。”

那特务愣了一下，只好走到前面，发抖地举起枪。吉鸿昌瞪
起两只大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岁！”

枪响了，吉鸿昌同志为革命事业壮烈地献出了自我的生命。
可是，他那“死也不倒下”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
心里。

我的故事讲完了，多谢大家！

红色故事演讲篇三

第29届奥运会正在中国举行。中国健儿们身着红色主基调的
运动服活跃在各个赛场上，满载着感动！

红色，传承了中华民族多少历史，多少的辛酸。那种鲜亮，
那种光芒——深沉而又勇敢。饱经风霜，饱经磨难。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从教科书里明白了邱少云、罗盛教的
英雄故事。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赤手空拳打江山，为的就是
能让老百姓翻身作主过上好日子！历经千辛万苦，血染的日
子里记满了多少英烈的动人事迹。

1998年，在那个烈日灼灼的夏天，疯狂地洪水在中国大地从
南到北泛滥，肆无忌惮！第一时间，几十万人民子弟兵们冒
着生命危险，以排山倒海之势奔涌在大堤上。“董存瑞连”、
“沙家浜连”、“双大功连”、“蟠龙山英雄连”、“三八
线英雄尖刀连”……数百面不一样历史时期的战旗迎风飘扬
在大堤上。

那个时候，抗洪战士吴良珠已是肺癌晚期了！可是在这灾情
日益严重的时刻，他却没有放下职责，依然奔赴在前线，竟
连续工作了55个昼夜。开汽车、垒堰堤、堵渗漏、背沙袋，
直到昏倒在大堤上。当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全都被镇住了！
肿瘤已经像葡萄一样布满了整个肝区，其余的都已破裂。腹
腔内竟出血达700毫升！冰冷的讯息传来——抢救无效！55天！
也许对常人来说很平凡，但对于他，每一日都是煎熬！每一
日都背负着千斤重的职责。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8级的大地震。时间凝固
了，停滞在被残酷的大地摧毁了的汶川！那前一秒还欢声笑
语的家园——顷刻毁于一旦！天一下子暗了，梦碎了！原本
恬静的城镇，被面目狰狞的残垣断壁、砖石瓦砾所颠覆。心，
在剧烈地颤动！泪，似乎绝了堤！

我无法忘记母亲的那条信息“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
必须要记住妈妈永远爱你！”，我无法忘记那名不顾自我安
危的子弟兵的哭喊声：“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让我再
救一个！”我更加无法忘却那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谭
千秋！

2008年8月8日20点在北京拉开了第29届奥运会序幕，至今已



囊货了枚金牌，这与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相比已有了飞
跃般的突破，更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他们还在想
中国是否仍处在汶川的悲痛中时，却已被这个民族的力量所
震撼！

这个5月，这个2008是那么的伤痕累累，又那么坚强！就像先
辈们留下的那些足迹一样！

他们的爱国之心，敬奉之心，团结都让我们深深感动和铭记。
因为我明白，我的祖国历史是多么悠久，多么沉重；我明白，
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壤，还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强！
这不是外国人说的民族特色，而是民族精神，是中国56个民
族团结一心、憾天动地的民族魂！

红色故事演讲篇四

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红色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名
叫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宜宾
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
业于黄埔军校六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
导革命斗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
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

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
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
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
服，使用马鞭很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
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
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
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
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
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
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
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
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
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
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军知道从
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的珠河县处死
“示众”。

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
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
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
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
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
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
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
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
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而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
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人为纪念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
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了一曼街，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赵一曼同志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中华儿女
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年轻



人不仅要学习她不怕牺牲、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要践行
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强烈历史担当，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要有扑下身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情怀
和精神，兢兢业业做好每一项工作，精益求精做好每一件事
情，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红色故事演讲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班的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_周年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讲一位长征路上
红小丫的故事。长征路上的红小丫参加红军后改名王新兰。
她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因此我把她尊称为长征路
上的红小丫。她加入红军的时候才9岁，10岁开始到12岁跑着
参加了长征因为她人小别人走一步她得跑两三步才能跟上队
伍。

1935年3月30日晚上不满11岁的王新兰由宣传队的大哥哥们搀
扶着在爆豆似的枪炮声中登上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
长征。王新兰跟着队伍一直往西走整天整夜地走没完没了地
走。往哪走那时她不知道只知道必须跟着队伍走千万不能掉
队掉队就是死亡。

王新兰在宣传队他们带着乐器什么快板、笛子洋鼓边走边宣
传鼓动。山路崎岖难走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
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他们一边艰难的行走一边
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王新
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着轻伤员走。

王新兰不仅会打快板、唱歌还会讲笑话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
笑声。可是半个月以后就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她染上了重伤寒。



一天早晨身体越来越虚弱的王新兰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
往前走咬着牙坚持着。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问她要不要
歇一会儿她摇摇头。走了10多里地以后她眼前一黑一头栽到
了地上。大家用树枝扎了一个担架抬着她走。躺在担架上的
滋味很不好受抬担架的同志也都骨瘦如柴走路艰难。几天以
后王新兰连饭也吃不下昏昏沉沉头发眉毛都脱落了牙关紧闭
不省人事了。炊事员老谢给她送饭来摸摸她的额头翻开眼皮
看了看沉重地说“这娃儿恐怕不行了。”彭道华大姐抱着一
线希望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口一口喂她。有的同志看到这
种情形建议给当地的老乡30元钱把她留下。红四军政治部主
任洪学智知道以后亲自来到宣传队说“不能把她留下这孩子
能唱会跳再艰难也要把她带上。”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心如刀割一再要求把她留下。同志们都
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还要看你跳舞、听你唱歌呢。”奇迹
发生了。同志们抬着王新兰走了个把月她开始能吃东西了脸
色也好多了能坐起来了。死神与王新兰擦身而过她的病好了。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军长许世友亲自来到宣传队给大家讲
了过雪山的注意事项。临走时军长开玩笑地对王新兰说“你
这么小山那么高爬得过去吗”王新兰满有信心的说“爬的过
去”徐军长又说“山上冷得很啊可不要冻哭了一哭眼泪就成
了冰棒棒在脸上扒不掉。”王新兰说“哪个会哭啊”

这天夜里三点队长就把王新兰几个姑娘叫了起来说该上山了。
大部队五点钟出发宣传队早点上山去准备宣传还要搭个棚子。
每人发了一块布让把脚裹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队长说
山上冷让大家把所有能穿能戴的都套上。

来到山脚下凉气袭人。爬上雪山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有时下雨
有时下雪。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穿上披上都不顶用。雪山皑
皑冻煞人啊宣传队员们在寒风飞雪中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
就开始到来了。

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红军一遍遍说着她背的滚瓜烂



熟的顺口溜，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
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累了不准地上坐，坑洼里的积
水不能喝。不准打闹大步跑互相帮助都走好。红军战士英雄
汉定能征服大雪山。

10岁的王新兰跑着长征是人生的奇迹。我们要纪念长征也要
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丫王新兰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