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 红
色家风传承红色基因演讲稿(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篇一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观点是“学会认命”。讲到认命也许
你会认为这是消极的人生观，因为我们经常说要把命运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要敢于跟命运抗争。但是，我要说的“认
命”，其实并不是放弃努力，放弃追求，放弃拼搏，我想重
点表达的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必须要适当的时候接受现实。

与盲目的抗争比较起来，“认命”是一种独特的主张。第一，
认命的前提是知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意思是他在五
十岁的时候，彻底地认清了自己的天命。我们何尝不可以早
一些，在三十岁或四十岁的时候就知天命呢？第二，认命是
在努力之后。有道家隐者讥讽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但
是，这也可以算是表扬。因为你只有努力才能知命，就是知
道自己行与不行。你都不曾努力，你又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呢？第三，认命是坦然地接受。只有我们竭尽所能之后，才
能沉静地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否则，所谓的认命总
是充满无奈与忧伤。

学会认命最大的好处在于不再瞎折腾。比如，你是一个大
龄“剩女”，当你认命之后，就不再因为自己的孤傲，而让
自己始终孑然一身，甚至孤独终老。又比如，你被人蛊惑加
入了某个直销组织，几经折腾，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可
是钱依然没有赚到。你说你该不该认命呢？踏踏实实地工作
不可以吗？再比如，现在有些人把许多精力投入到自媒体上



边，可是，挣钱却遥遥无期，这个时候该认命了，换一份工
作老老实实地干吧。

年轻时折腾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切记：只有少数不认命的
人成功了，而大多数不认命的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给毁了。

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篇二

尊敬的领导们、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近几年，烟台一直非常重视红色文化的宣传和传承，作为一
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海滨城市，美丽烟台涌现出了众多的
革命先烈和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烟台
人民奋发进取、顽强拼搏。作为一名烟台市民，由衷的为我
们美丽烟台近几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让我
们烟台市民能够挺直腰板，大步向前！

烟台市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国的革命老区。作
为胶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和中国进行红色革命最早的区域之
一，为中国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为了更好的开展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打造胶东红色
文化龙头城市，烟台市集中力量形成“四个一批、打造三个
亮点、卡实两个时间节点”。从2013年下半年起，烟台市加
大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力度，确保重要的遗址、纪念地、名人
故居、文物文献等得到妥善保护和修缮。加快建设红色文化
景点，坚持因地制宜、有合有分、点线结合，打造一批红色
文化经典场所和精品路线，以文化带活旅游业、提升服务业，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健全完善红色
文化景点道路交通、接待场所、商业网点等基础设施，实现
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

自从2013年10月份，烟台市关工委联合团市委组建烟台
市“传承胶东红色文化”报告团，启动了“传承胶东红色文
化”百场报告会。报告团以市关工委老战士革命传统报告团



成员为骨干，由16名老红军、老战士、老英模组成。他们走
进学校、企业、农村、社区，把自身的革命经历与当前全面
改革形势结合起来，展开巡回宣讲，引导、激励我市广大青
少年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先烈遗志，投身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来。这种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让我
们的年青一代不忘本，继续奋斗，为美丽烟台的辉煌明天添
砖加瓦！

在战争年代，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7.6万名优秀胶
东儿女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涌现出了“塔山英雄
团”、“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英雄集体和杨
子荣、任常伦、夏侯苏民等战斗英雄，以及赵守福、于化虎、
孙玉敏等民兵英雄。他们用生命给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幸福大
道，希望我们的烟台儿女们能够继续拼搏奋斗，让我们在这
幸福大道永远走下去！

在我们龙口，离休干部姜永祥，1992年离休后一直义务担任
龙口市老干部学校政治学习辅导员。在这20年时间里，他共
撰写讲稿350篇、370多万字，宣讲506次，听众达37万人次。
他的报告精彩，不管是机关人员、平民百姓还是学校学生，
都喜欢听他做的报告，让我们能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励
志人生，他做的每一场报告，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龙口市
红色文化展览馆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还对“运兵东北”老
码头、二行署驻地和徐镜心故居等遗址进行了修缮扩建，让
我们能够重温这段历史，让这些红色记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美丽烟台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发达地区，这是胶东的优势和特
色。为了将这个特色发挥好，发扬好，通过健全区、镇、社
区三级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网络，组建一支实力雄厚的“五
老”宣讲队伍，创建一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国史教育活动，有效增强了烟台市青少年的爱党爱
国热情。

美丽烟台的建设还要依靠我们年轻一代，希望我们能够继承



先辈们的不怕苦、勇于拼搏、敢于争先的伟大精神，激发我
们的能量，把烟台真正建设成为经济强市、文化强市，希望
生活在烟台的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真心希望我
们的青年一代能用饱满的热情和满腔的激情为我们美丽烟台
做出新的贡献！让“红色文化”这个精气神永远扎根烟台，
深深烙在每一位烟台市民的心中，让它不断扩散、蔓延，满
城飘香！在经济、文明、文化发展的路上，烟台永远走在前
列，永不止步！

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篇三

尊敬的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不负韶华，当好红色传人》。演讲
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在2021年，最火
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吗？（等5秒）没错，《长津湖》！

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为什么会使那么多人潸然泪下？自然是
被残酷的战争打动了。

电影中梅生有句台词使我印象最深：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打。

是啊朋友们，正是像梅生、像五百里五千里五万里一样成千
上万的先烈前赴后继，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年代。

而，在我们富平，90多年前，就有这样一位革命先驱，为了
拯救社会，十几岁就追逐革命理想，将个人利益置之度
外，30多年辗转奔走于中华大地，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
贡献，他——就是习仲勋。



每一年，父母都会带我和妹妹去参观习爷爷的故居与纪念馆，
瞻仰他的遗物，倾听他的革命历程。

在那里，我知道他年轻时以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带着对党
和人民无限忠诚投身到了革命中，一生戎马无数，多次险些
丧命。我还了解到在解放后，习爷爷又参与、带领了广东省
委，率先开始改革开放，他勇于创新，身体力行地践行
了“在其位谋其职”的敬业精神。

在习老的生平经历中，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那是1928年春，
他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不幸遭到国民党当局关押，就
在狱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学们，你知道那时候的习爷爷多少岁吗？那一年，他15岁！

2021年国庆，我再次走进习老故居，那天有很多人，人群中
不乏年过花甲、行动缓慢的老人，他们听讲解员讲解时表情
凝重、格外认真，当讲解员讲到习老的遗愿是“骨灰安放家
乡富平”时，有位老人竟然举起手，颤颤巍巍地敬了一个军
礼。

那一幕，我被震撼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词——敬仰。

今天，每当我漫步在富平的土地上，看着大街上高楼林立，
人民安居乐业，我看到街道车水马龙看到孩子们自由玩耍，
经常生出无限感慨：习爷爷，这盛世，如你所愿！

虽然，习爷爷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革命精神从未消失，
他在富平大地撒下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朋友们，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接力棒即将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唯有继承先辈遗志，
用扎实的学识丰富头脑，无畏困难，敢为人先，才能让我们
的富平更加富庶，更加太平。



是鱼，就要畅游四海，是鹰，就应搏击长空。今后，我要继
续以习爷爷的革命精神作指引，听党话，跟党走，不负韶华，
当好红色传人。

谢谢大家！

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篇四

已近不惑之年，时常对年少往事多有牵绕。春节假期回家，
领着妻女来到老屋旧址，老屋虽已荒废多年，但青砖的门楼
依见，寒风中，冥冥间，点滴成像，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透过残存的瓦砾，仿佛又见爷爷书写在青砖之上的方块字，
刚劲有力又带着温度。我的童年就是倚在爷爷怀里听他诵读，
听他讲一个又一个故事。爷爷一边教我认字，一边给我讲解
道理，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到“融四岁，能让梨”，从
“孟母三迁”到“与宜多，取欲少”等等，青砖上的方块字
和朗朗的读书声便是我对童年、对老屋的印象了。时光荏苒，
转眼几十年，很多记忆都已经模糊，但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
爷爷温暖的怀抱和我懵懵懂懂时爷爷教给我处事之道，其中
爷爷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亏是福。

我的爷爷是一名人民教师，一辈子都工作在教育一线。爷爷
是教小学语文的，他说他爱这份工作，从教孩子们认识第一
个字，读第一个句子，懂得第一个道理开始，既是教书也是
育人！我印象中爷爷总是很忙，有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
章，多少次夜里醒来，都能看见爷爷挑灯夜读、奋笔疾书。
爷爷对待教学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教学水平极高，曾
获得多项荣誉，包括“全国优秀班主任金质奖章”“山东省
富民兴鲁劳动奖章”等。爷爷从教的三十余年里有多次提升
的机会，但爷爷说他不适合当官，只爱这三尺讲台，一直潜
心教学。奶奶没读过书，起初她无法理解爷爷的做法，她认
为像爷爷这样优秀却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人真是傻，真是
吃亏！爷爷摆摆手不与她争执，却会语重心长的`对我们



说：“吃亏是福啊。”爷爷从教一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经常会有学生回来看望爷爷，无论多久不见，师生们总是围
坐在一起，相谈甚欢！我终于明白，对于一位园丁来说，桃
李满天下就是最大的福报啊！

现在想想，爷爷这种厚道的处事之风，早已经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我们全家人，“吃亏是福”俨然已成为我们的家风。自
主创业这几年，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合作伙伴，我始终记着
爷爷的那句吃亏是福，并且一直秉承着待人以信，谦让厚道
的经营之道。一次偶然机会读到记着采访李嘉诚的儿子李泽
楷的报到，记者问李泽楷：“你的父亲究竟教会了你怎样的
赚钱秘籍?”李泽楷说：“父亲从没告诉我赚钱的方法，只交
了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父亲叮嘱过，你和别人合作，假
如你拿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我们李家拿六分就可以
了”。少拿二分，看着是吃亏了，实际是在给自己修路。爷
爷的吃亏是福与李嘉诚的少拿二分不都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不
禁暗暗地佩服爷爷的大智慧。

回到家里，我又找出了爷爷满满一箱子的荣誉证书和奖章，
给我的女儿讲爷爷的故事，讲我们质朴的家风。爷爷已经离
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
的血液，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在享受国家改革红
利带来的美好生活时，要铭记家风家训，继承优良传统，共
同实现小家与大家的中国梦。

文档为doc格式

红色家风传承最美家庭事迹材料篇五

家，给人以温暖。它是人们的唯一定所，是人们的避风港湾。
但是，家要有家的样子，不能乱七八糟，没有规矩。有句话
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假如一个家庭，没有规则，只有溺爱与包庇，那请问这是一



个家吗?家原本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大山，万
一。他忽然倒了，塌了。请问，这是谁造成的?是我们。爸爸
没有威严，妈妈全是溺爱，我们变成一个个蛮横无理的人。
家这棵参天大树一倒，大山塌了，我们后悔了，懊恼了，可
惜晚了。我记得寒假临近过年时，电视上出现了一种许久未
听过的新词“家风”。这一词是新闻联播上所播出的，他们
派出记者，随机提问，“家风是什么?家教是什么?”行人的
答案各不相同。

家风，我认为是家里人的一种行为，是好是坏。我认为我家
的家风是热情，爽快和执着，因为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十分热
情好客，遇到困难不退缩，说到做到，很少食言。

家教，我认为是家人的素质，是深是浅。家人假如不学习，
将得不到知识，学不到文明。教育，是尤其重要的一点。从
小，父母教育我们要认真做事，知错就改。现在老师教导我
们分清黑白，认真做人，踏踏实实。将来，会是社会教育我
们坚持不懈，守法牢记。每一天，我们都学到东西，学到知
识，学会了文明，懂得了道理。

家训，我认为是家人的教训，是严是松。假如每个人都官官
相护，隐藏事切，我认为就要使用杀手锏了。假如每个人都
坦诚相待，大公无私，我认为规则没有必要了。家训，该用
的时候，一定不能手下留情，不该时千万不要用，否则会铸
成大错。

一个家，既要有令，也要有暖，二者不可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