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故事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红军故事读后感篇一

14岁的王玉清正在地主家干活，听见有人说红军来了。地主
恶狠狠地告诉他：“‘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
子。”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王玉清不信，就跑出去看，他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
很好，对地主很凶。王玉清立即去报名参加红军，几天后，
他成为了红军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王玉清非常聪明，加上他又虚心向老战士请教，到部队才一
个星期，就很快学会了电台的使用方法，首长们都喜欢把电
报交给他发。在行军的途中，贺龙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由
于王玉清做事干练麻利，又聪明，贺龙很喜欢他，经常把很
重要的电报交给他，还常常用手指弹王玉清的脑袋，表示夸
赞。在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龙还总是在队列中，给大家鼓
劲，大家喜欢叫他贺老总，很远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
还时不时地用亲切的口气问小战士们：“苦不苦?累不累?”

红军故事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这才知道红军不畏千辛
万苦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不仅要翻山越岭，过沼泽地，
没有东西吃，只有吃野菜，没有野菜吃，就吃草根，困难重
重，但仍英勇地化解了敌人无数次围剿，并胜利会师，建立
了革命根据地。



我其中最难忘的就是《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了。主要讲了
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照
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了自己的故事。

中国红军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红军故事读后感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
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
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
神。

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
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
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
铁长城。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
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
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改革开放，西风
东渐，国门打开，与世界接轨了，随着那些先进的科技之风，
自然吹进来一些乌七八糟的邪魔歪祟。于是人们在懂得
了“向钱看”的同时，腐败就不知不觉地滋生起来，且越来
越严重，一个个官员倒下，又一个个官员站起来，再倒下、
再站起来，层出不穷，数额也越来越大。小官小贪、大官大
贪、无官不腐、凡官必腐的定论似乎在不断地验证着。

也许在座的有些同志会说，我们只是普通干部职工，和那些
高官显爵相比，廉政是不是离我们还很远?是啊，我们的工作
虽然很平凡，但是社会的腾飞与发展，却离不开我们勤奋工
作，廉洁从业。也许还有人认为，廉洁对于我们这些基层干
部来说过于空洞，它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与自己无关。
是啊，我们的岗位虽然很普通，但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都



要要珍惜这份工作，只有在日常工作中问心无愧，才可以在
年终总结时心安理得地写上一句话：我是一名称职的林业工
作者!我无愧于党和人民!

与贪污腐败相对的，翻开中国这幅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漫
长画卷，我们不难看到：凡是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清官廉
吏，总是受到百姓的崇敬与爱戴。如北宋时代的包拯，刚正
清廉，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明朝的海瑞，一心为民，两袖清风，
博得举国爱戴;清代的于成龙，一身清廉，蜚声朝野。当今时
代，我们身边也涌现出了一批批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秀楷模。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啊，或许就能告诉你什么是清政
廉洁!他曾经是云南**地委书记，一个受人敬重的“大官”。
退休之后完全可以享受许多人羡慕的安逸闲适的晚年生活，
可他偏偏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用20余年的时间，用生命的
余热，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为
官30余载，他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情都用在了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上，回家的时间极少。他的小女儿在奶奶生病时，才第一
次看到父亲回家，当时她已经8岁。

他的老伴一直是农民，组织上多次提出把他家人转为城镇户
口，他坚决不同意：“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
家都乐意和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他就是杨善洲，一个
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们就是要像他那样，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不图名、不求利、不谋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坚持
以德立身、以公处事、以廉树威，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杨善洲在植树造林的20余年，遭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
到收获劳动成果的时候，他把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无
偿移交给当地政府，却不要任何报酬。这就是一位年逾八旬
的老共产党员奉献的境界。他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甘为群众忘我奉献一生。

他没有惊天的壮举，没有可歌可泣的悲壮，却用一件件看似
平凡的小事塑造了清廉公仆的形象，谱写了一个为官者“不



争名、不夺利、不贪财”的廉洁赞歌。作为一名林业工作者，
我们应该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人说，廉洁是一棵松，在万木凋零的冬日，为人们送上一
丝绿意;有人说，廉洁是一盏灯，在黑暗冰冷的夜晚，为人们
添上一份光明。此时此刻，我们深感庆幸，在搭往让腾飞的
早班车上，我们竟是这般的及时，就连美丽的夕阳也在为我
们敞开着无限的希望。那么就让我们乘着廉洁建设的**，用
我们的实际行动鞭挞现实中的腐败，来歌颂生活中的清廉，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回报这方热土，用我们的智慧和勤劳建
设活力!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看过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的人还看了：

1.长征故事演讲稿

2.2016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

3.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

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演讲稿精选

5.长征题材的演讲稿

《红军长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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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晚，我一口气读完了《红军长征故事》，里面一个个坚强
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面主要讲了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等种种磨难中发
生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读完之后，不禁令人感慨。

小兰十一、二岁就参加红军，翻过一座座雪山，越过一片片
草地，成年人都快顶不住，可她为什么能随红军这样走过两
万五千里长征?原因就是她身上有一种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的
精神。

贺子杰身上有13块弹片都不吭一声，人们称刘伯承将军
为“军神，活着的钢板”，在贺子杰这位女人身上更也是可
见一种的。

在我们生活与学习中，也要向革命前辈学习，譬如在学习，
偷懒是不可取的，必须持之以恒，成绩才能提高;生活中，不
怕吃苦，不气馁，才能做好每一件事，这难道不是真理吗?在
我的学习生活中，当我想偷懒时，耳边都会响起这样一句话：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这时，我又会放弃偷懒的念头，继续投身于学习之中。

是的，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只要牢记“长征精神”，
就没有什么困难就过不去了。踏着“长征的足迹”前进，永
不言败!



我们一定要牢记“长征精神”啊。

红军故事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看了《死亡线上的新生》这篇故事。我感受到朋友
之间要互相帮助，有困难不能丢下他不管，友爱亲情是最重
要的。

故事讲的是红军在长征路上，潭政委因为雨下得太大，食物
不够，条件非常简陋，而且身子又很虚弱病了。在要去的路
上，他宁愿让站友们把自己捆在牲口上，也不愿连累朋友。
贺师长很担心，便让杨医生来给他治病。在杨医生的细心照
顾下，潭政委的病情好转些了。有一次，杨医生冒着掉队的
危险，不顾自己的生命还要给潭政委采草药治他的病。终于
在战友们的关心下，在杨医生和贺师长的精心照顾下，潭政
委可以骑牲口了。战友们，贺师长等人都高兴极了，潭政委
也非常感动。

这样团结友爱的精神使我感动。但在生活中，却有一件事使
我到现在还感到惭愧。那是在去年春天，我来到同学小区，
想跟他比赛跑步。开始了，我们两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了
出去。突然那个同学被小石子绊倒了。我看了，心里突然冒
出一个自私的念头：不扶他，自己赶快跑，拿第一。想着，
就跑到了终点。但我没有高兴，我知道这是自私的刑为。这
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跟那个同学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朋友只间一定要互相帮助，自己热心地帮助别人，从而自己
也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