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 红色故事演讲稿
(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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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一

连绵千里的喜玛拉雅，沉默无声，群山静静地注视着最高的
山峰——珠穆朗玛。在珠峰，那以前千万年的孤独沉寂，那
以前狂嘶的烈烈长风，变化莫测的险峰渊谷，令人望尘莫及
的仙山神湖，凄凉贫瘠的土地，久望而灼眼的皑皑冰雪……
安静的让人荒芜。那里的一切，至无言，去亦不闻!

一回首，一俯仰，历史将让我们永远铭记20__年的5月9日，
同样的西藏，同样的珠穆朗玛，一只红色的队伍正在前行。
珠峰已经泯灭了昔日的沉默，它因着这支队伍而蠢蠢欲动，
难道你也在为这群挑战者们颤动吗?他们被厚重的登山服遮住
了面颊，只露出一双双坚定的眼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带着
火炬，勇攀顶峰。9时17分，红色的祥云燃着奥林匹克圣火，
出此刻世界的顶峰，8844.43米，从第一棒火炬手吉吉到最后
的次仁旺姆，人类最后实现了最伟大的攀登，中国最后完成
了最光荣的使命。珠峰上架起了红色巨塔，祥云，火种，五
星红旗，奥运会徽，倚在白雪与蓝天之间，一幅幅醉人心魄
的画，令人震撼无声。

这一刻，只有一个声音:中国之声；这一刻，只有一种表情:
热泪闪烁。无论峰顶峰下，近处远方，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
心燃起一个声响:我爱中国。为什么登山队员不畏艰险，登上
珠峰?因为他们爱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特派记者承受着疲惫



与高原反应仍然坚持采访?应为他们爱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
技术人员呕心沥血，倾尽所能，不辞劳苦?因为他们爱脚下这
片土地。为什么每个人应对这壮举都饱含泪水?因为我们爱着
土地爱的深沉。

火炬登珠峰的成功，建立在千千万万个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
的努力上。他们恰似一滴滴水，融入了祖国这片大海，方显
出波澜壮阔。校园中亦是如此，我们从属于一个校园，就是
校园中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分子。我们的校园是一个红色的校
园。清晨，走进校园，醒目的屏幕游动着特有的温馨的红色
字眼，使我们精神饱满的应对崭新的一天。办公楼大厅的红
褐色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要沉稳，严肃，用一种谨严
的态度应对各种任务。体育课上，我们踏入红色的跑道，尽
情挥洒汗水，激起无限生机活力。闲暇时间，漫步在校园，
廊边红色的蔷薇花伸出香气，调剂我们紧张的思维，染透我
们的心灵。展现朝气的红色校徽，带有职责感的红色学生卡，
在园中骈飞的红色“飞舞”，无不张显着十九中的无限活力，
校园的红火，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红色的五月，我
们的校园愈发美得难以言状。

爱国很大，爱校是本。我们也许没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的义举，但我们能够努力上进，为学校争得荣誉；我
们也许我没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气概，但我们能够遵守校纪，树一份职责在心中；我们也许
没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济世情怀，但我
们能够帮忙别人，和同学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进步。

校园是我们阳光下的梦工厂，阴雨天的避风塘，是我们摇曳
着期望与理想的一片净土。花开里有我们的崛起，鸟鸣中含
着我们的失落。那里的一草一木，看着我们成长，见证我们
长成。以前，我在那里走过三个五月，每一次都看着五月盛
产的红色与爱弥漫了整个世界。去爱吧，爱我们的祖国，爱
我们的校园，让爱之歌奏响在这个红色的五月。



谢谢大家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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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为共产党工
作。蒋介石恨死了他，把他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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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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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三

你们好!

百年之前，夏日，东方之既白中，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之上，
十三个，仅仅十三个青年，站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前线。仍
旧迷茫的雾霭中，仍旧阴郁的中华版图上，他们用一腔热血，
划开了千古长夜，划开了中华崛起的宏图。



我们在春秋长河的汹涌翻腾里，看到了从蒸腾水汽中，傲然
抬起头颅的火炬。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重拾万里征程上的火星。

“很快地他们就投入奔腾的水中出发，双手握着铁链往前推
进。”犹记飞夺泸定桥战役中三十名战士不屈悲壮的身影。
四川的战士们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是神吗?亦或是天兵天将?
可事实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活生生的人了。前一天他们也
许还在营地之中嬉戏打闹，后一天，他们就可以为了心中的
信仰，冲上桥头。也许没有人想起他们的火光，但他们却已
确确实实闪耀在了火花之上。

他们是谁呢?一些红军战士而已。

“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
的。”“两弹一星”功臣梁思礼这么说道。1949年，他于美
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祖国为导弹事业效力。数十年
后，他曾经的同学收入已是他的百倍，但他不屑。他始终记
得自己的身份，不只是梁启超的孩子，更是华夏大地哺育出
的幼崽。他的目光已经穿过了所有世俗名利的耀眼，他静静
注视着火炬上的火光，身躯淹没入其中，火苗，也因他略微
变亮。

他是谁呢?一个科学家而已。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这曾是塞罕坝的真实写照。
已然78岁高龄的陈彦娴，还能记起57年前那个夜晚，她和寝
室里的几位同伴做出那个决定时的激动。那时的她尚不知道，
自己会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留下自己的一整个青春。今日之
塞罕坝，千丛林木郁郁葱葱，万里常绿生机勃勃。“我很满
足，感觉没白活。”当她负手看着这番景象时，是否会感叹，
正是他们的平凡，造就了眼前的不凡。火舌，抱着他们亲手
种下的枝繁叶茂，更加闪耀。



她是谁呢?一个造林人而已。

我们是谁?是一名教师，一名医生，一名学生，一名警察，一
名作家，一名运动员……在我们还不曾将华夏二字写入血液
之前，我们不曾拥有意义。

但当我们身上，流淌的是这方水土之时，我们，记起“中国
人”，是这一生都会时刻念起的，我们共同的名字。

火炬，已经照耀了百年。这片曾经满面疮痍的土地，如今，
正幻化成巨龙的模样，咆哮着腾飞而起。火星与火星正汇集
在一起，先辈用每一段故事，每一次感动，锻造出巨龙之身
躯。

而今，中国正站在一个又一个机遇前。

我们何不站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四

小时候，看着有关长征的电视节目，我曾天真地问爷
爷：“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
力呢”爷爷摸摸我的头，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声：“傻孩
子!”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长征是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随
着岁月的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齐又争论起
这个话题，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必须在雪
山和草地开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军
爷爷。”当时连教师都忍不住笑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这是一首多么气势的壮歌，这又是一个多么
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啊。



漫漫征程，红军跨越11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红军
的热血长征路上的第一战——血战湘江。红军战士突破敌人
四道封锁线，拼死渡江，牢牢锁住渡口，誓死保卫中央，红
军战士死伤过半，8。6万人仅存3万人。生死攸关，痛定思痛，
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从此，红军心存信念，充满了期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了
红军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的制胜法宝。四渡赤水演绎
了战争的千古绝唱，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从
此长征路上捷报频频：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红军出奇制胜，冲破了蒋介
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终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
欢腾。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长征，只剩
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日的，已不足300人。但这用无数生
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一座高耸入云
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奇迹、世界军事的壮举，创造了无与
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动地的革命篇章。长征途中，
红军不畏征途艰险，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表现出
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

爷爷曾讲过在长征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
母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
上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
外加一段牛皮带。

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我要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
就这样，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为了欢迎这位母亲
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
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
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这些可
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为之自豪还有一次
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



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
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终一次的
党费。

茫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应对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应
对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应对险象环生的沼泽草地，所有红
军官兵坚守着这样一个铁的承诺，只能攀登，不能停留，只
能向前，不能回头，直至牺牲自我的一切。正是有了这种为
党救国救民的革命梦想信念，在死前的瞬间，在大雪埋身的
瞬间，他们依然十分清醒，还念念不忘伸出胳膊指向前进的
方向，坚信革命必须会胜利。他们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
的精神永生，永远激励着活着的人革命到底。这些震撼心灵
的画面，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世界上的中国红军长征史，就
是红军官兵在崇高梦想和坚定信念下的奋斗史。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
长江以南奠基于大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的战略任
务，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历谱写的千古绝唱。 xx年弹指
一挥间，长征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但时至今日，红军将
士用鲜血和生命造就的不朽精神却依然穿越时空，深刻地影
响着我们生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少年，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着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生的思考
与追求。听着爷爷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我们唱着长征歌曲，
长征精神已从父辈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并且
成为我们的人生航标，不断激发着我们潜在的生命能量。

正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听着爷爷讲的
故事，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浮此刻我的面前，那一幕幕战斗
的场面壮烈在我的身边……也许我无法体会先辈们那惊天地、
泣鬼神的故事的真谛，也许我永远不能走进长征中牺牲将士
的英灵，但我明白了什么叫华夏子孙“生当做人杰，死为亦
鬼”那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那“雄关



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我的演讲结束了，多谢大家。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五

过去常常讲这样一句话：“党旗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
的。”这句话过去经常讲，今日仍然要讲，今后还要继续讲。

是啊，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
更不应当忘记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他们流下的血滴
永远也无法计算。仰望着鲜红的党旗，我不能不热血沸腾，
激起无数红色的记忆。

听了这个材料，亲爱的朋友，您的心灵颤动了没有听了这个
材料，我们才更加深刻地明白，什么叫做“踏着烈士的足迹
前进”，什么叫做“前赴后继”！什么叫做革命路上的路标！

如果你去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那里就能够看到党的一
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遗像，看到李慰农、郭隆真、刘谦
初、李春亭等烈士的遗像。纪念馆内一些挽联是那样感人心
魄：“英烈伟绩惊天动地，誉满滨海名垂后世”；“万众长
歌悼英烈，四化伟绩慰忠魂”。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要多想想
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多想想那些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
多想想那些感动中国的人物！



来到这美丽的青岛，我真想深入大街小巷，去寻找轰动全国的
“微尘”。

20xx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有个群体的名字——“微尘”。
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共产党员。“微尘”是青岛一个热心公益
事业的群体，是一个体现爱心的公益品牌，展现青岛社会精
神风貌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个红色路
标！“微尘”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体现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正因为有“微尘”这样
令人感动的人物和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才能在今日继续
坚持鲜红的颜色！也正因为有“微尘”这样令人感动的人物
和群体，滨海明珠青岛才更加美丽！更加富有魅力！更加具
有国际影响！

是的，每个人的生命仅有一次。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人都
在演绎着属于自我的故事，精彩或平淡，伟大或渺小，亮丽
或灰暗，折射出不一样的生命色彩。那里面，一个决定的因
素，就是你有着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苦乐观、
生死观！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向革命先辈和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向感
动中国的人物和群体学习，把崇高的意识融进我们的血液里，
成为一种永恒的品格，不去感慨如轮的岁月，不去追求浮华
和浮躁，不去羡慕额外的贪欲，只为心灵的无怨无悔，用良
好的品格书写人生的篇章，为党旗争光添彩！

红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六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年7月，红七军团进
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_
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
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_、刘畴西、
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
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
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
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
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
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
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多人几无
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
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
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
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
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
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53公里，四
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
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
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
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他们
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
投骨，洒热血。

今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特别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
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现在我就讲讲，
我们赤溪镇的一些_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_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
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
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108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
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由于这几天我都在忙于陈荣凯副省长要来我们镇里调研工作和
《_宁德知青篇》文稿一书的征稿活动，很多精力都被用在这
方面，于是今天就简单地聊聊几点有关我们赤溪镇的_吧。我
们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委
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与闽东工农红军叶飞、叶秀藩、范式
人等领导人，于1934年8月21日9点许，在阳谷村会师，先遣
队首先传达了党中央重要指示对闽东党政军的建设提出宝贵
意见，同时也促进了闽东革命形势发展。这个队伍有6000多
人马，拥有大炮、枪支弹药、无线电等设备，当时住杂暴满
了夏村、桃源、赤溪三个村庄，并给我们留下50多幅标语在
古民居墙壁上(连兴座、巫济业厝)，遗憾的是至今已只有三
条依稀可见。第二天，凌晨，由我闽东游击队队员引路，从
龙案岭出发，途径班竹、社洋，然后又直入福安磻溪、康厝，
于下午两点左右攻下福安重镇穆阳镇，最后，当天我闽东游
击队员原路返回。今天我们站在这块碑子面前，就足以让我
们揭开当时闽东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序幕，开展重温阳谷北
上抗日先遣队和闽东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旅游，对宣传革
命历史，发扬红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结束四年游击战后，还根据当时先遣队传达精神要求，
闽东特委动员1600多人参军，经过一周后且动员了4000多人，
挑选了1500名。经过军事训练后，于1938年开往前线，这支
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
长。解放初期，这些队伍不是牺牲在抗日战线上，还是牺牲
在_战线上，最后回乡的也只有12个老红军，迄今已全部不在
人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