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 好
记者讲好故事正能量演讲稿(精选5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那么我们
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1999年7月，一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自荐来到了xx人民广播电
台。住着平均每天1块钱合租房，吃着每顿不超过3块钱饭菜。
但工作起来却一丝不苟，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
工作充电。

那个年轻人，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请过一天假，
甚至，结婚和生孩子，甚至岳父去世，也是等到老人火化后，
大清早，6点多钟，赶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节目。那个年轻人就
是我。

我热爱新闻工作，因为它可以第一时间为受众提供真实、有
效的信息。20xx年3月4日，辽宁遭遇了56年未遇到的大暴
雪。3月5日，大雪封闭了所有的交通。我和台里的同事及时
进行了沟通，由附近的主持人上节目，我来报道雪情。一大
早，大北风刮得让人睁不开眼，我从大洼出发，深一脚，浅
一脚地，跌倒了爬起。有时走几步还要后退几步。当时，大
雪最深的地方已经淹没了305国道两侧平房的房檐。走到半路
到达田家的时候，我真的又冷又累，找了一家商网要了一杯
热水，歇息了一小会继续赶路。路上我连续发了3次现场报道，
及时报道了雪情和沿线的交通情况。用了将近4个小时，既完
成了报道任务，又成功到达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夸我精
神可嘉，可我想这样才像个记者，在急难险重、突发事面前



必须能够冲得上去。我一个人付出了一些，却让数以万计的
听众了解到了真实的雪情。

我热爱新闻工作，因为里面萦绕着温暖和浓浓的爱的味
道。20xx年5月15日，xx市电台与运输管理处，要做一个“迎奥
运、绿色出行”的特别直播活动。可是，5月12日，汶川发生
了8.0级地震，就在活动前一天，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原
有活动中，增加为汶川同胞爱心捐款环节。活动一开始，爱
心就像潮水般向我们涌来。出租车“爱心车队”排成一
排，10元、20元、50元，捐款带着温度被投入到捐款箱内。
私家车也相继停了过来，一位大姐从钱夹里掏出1000块钱毫
不犹豫地投到捐款箱内。一位大娘从二基地步行来到世纪广
场，从袜腰里掏出100元，小心翼翼地放入了捐款箱，激动地
说：“我老了，可以少吃点、喝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这个老太太也要献上一份爱心……”外地的一位司机途径
盘锦听到直播节目，让人捎来200元，表达心意。一个企业家
带着墨镜，走下车径直走到捐款箱旁，一句话不说留下了3万
元。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社会福利院的老荣军穿着军装，
唱着社会主义也表达了浓浓的心意。整个上午的活动，我们
为汶川筹集善款达20余万。

还有这样一个场景，让我至今难忘。那是一位环卫工人在风
雪里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就着水吃馒头的情景。这个
情景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努力的要为环卫工人做些什
么。20xx年12月4日一场大雪过后，我和同事们走上街头为环
卫工人送去热水。并通过电波号召临街商网、企事业单位和
住户加入“温暖小站”为环卫工人提供歇脚的地方。台领导
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广播电视互动，新闻联动。接二连三，
150余家“温暖小站”出现在盘锦的城市乡村。“温暖小站”
让环卫工人去除了害羞心里，大大方方地到里面喝杯热水、
休息休息，她们不会说什么，只是感谢!泪珠在笑脸上滑落，
温暖却在她们心里油然而生。中央文明网和辽宁卫视辽宁新
闻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温暖小站，温暖了，温暖了全
城。



我热爱新闻工作，因为它既能够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又能
又能为百姓提供服务，匡扶正义。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
的车的后备箱里，长年备有一双靴子。记得，20xx年初冬，一
位农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我市一乡镇，部分水利工程
偷工减料，上水线水泥不坚固，存在豆腐渣情况。为了弄清
事实的真伪，我和同事下了节目后，驱车加步行，两个多小
时赶到现场。在现场，农民朋友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没想
到你们能来，来得这么快，这么办事儿，没有你们这国家的
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就要受损了!” 来到上水线里，农民朋友
脱掉水靴，光脚站到了有冰碴的水里，要把鞋给我换上，我
执意不肯，让他把鞋穿上。我辗转腾挪，脚上沾满了泥巴和
冰水，跋涉了近半个小时，鞋崴坏了，脚也受了伤，但却赢
得了当地农民朋友对我们沉甸甸的信任!后经我们联系国土资
源、水利、乡镇政府等多个部门沟通取证，工程施工方对工
程重新加固，问题得以解决。从那以后，我买了一双长靴常
年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每每到农村采访，都会带上它。我
知道，身为记者，要想服务好受众，首先要融入他们!

我热爱新闻工作，因为它给了我传递正能量的舞台，给了我
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他人的机会。今年的4月19日是《行风热线》
开播10周年的日子。从它的出生到10岁的生日，我一直在它
的身边。这么多年，我报道过30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儿媳
的“最美婆婆”罗荣芬。全国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张海
娟;拾到6元多元，及时物归原主的好的哥“胥继东”等等。
十年间，我和我的伙伴一起为盘锦的百姓解决诉求和政策咨
询超过了7万件。因为我的执着和努力付出，盘锦市人民政府
授予了我“盘锦市劳动模范”的称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授
予我“辽宁省金话筒“等荣誉。而我的听众更是把“好人”、
“政策110”、“正义哥”等美誉送给了我。让我更加感觉到
身上使命和责任的重大。

我热爱新闻工作，所以我要执著地走下去。 通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职业，让更多的人得到关注，享受平等，
拥有尊严。亲密接触和聆听了更多新盘锦和盘锦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就像一张张砂纸打磨着我的思想，让我对新闻工作
始终充满热忱与投入，对新闻职业始终保持敬畏与尊重。不
管我们走得多远，都不会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

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大家好! 我是一名来自罗江县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董霄。
我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青春梦想绽放在新闻路上。 青
春和梦想永远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主题。年少时我就梦想着
将来做一名电视人，所以考大学时我报考了播音与主持专
业，x年 6 月毕业后，我来到罗江广播电视台，同学和朋友有
些不解，干 嘛到一个小县城去啊?现在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
人都向往大城市、 大舞台，有的为了留在大城市甚至放弃自
己所学专业，但是 不是说了吗：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认为，对于我们才毕业的大学生 来说，想要业务精、自身
硬、最终实现自己的电视梦，就必须系统 地接触了解广播电
视行业，而县级电视台就是很好的锻炼平台，由 于人员有限，
一个人扛起几份工作是很平常的事，上午拿着摄像机 跑新闻，
中午写稿子，下午配音，晚上写活动策划，睡前备稿准备 第
二天的活动内容，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虽然我没有更多的时
间去 游玩，但在采集新闻的路上，不停地尝试，不同的经历
充实了我的 青春，让我有种踩在地面的踏实感。

从第一篇不到 100 字的简讯新闻，到今天上千字的连续报道，
我从没想过原来自己可以走这么多路，也从没想过原来自己
可以和 陌生人这么熟络地聊天。在这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当中，
我感受很多， 感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爱，同事的帮助。记得
第一次出外镜，自认 为学这个专业的我不成问题，可面对摄
像机拿起话筒时，我的面部 表情开始僵硬，说话变得结巴，
同事安慰我说，没啥，第一次都这样，你把镜头当成自己的
恋人就不紧张了。

从第一次的结巴到今天 主持大型文艺活动，我从没想过自己



可以站在上千人参加活动的舞 台上潇洒自如地主持节目，当
我第一次交出粗糙的稿件时，是热情 的同事帮我润色修改，
在我为找不到好的选题而苦恼的时候，也是 他们及时给我点
拨提醒。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感受了什么是关爱， 什么是
责任，什么是付出。

记得去年刚到单位时，正好赶上罗江“7·9”洪灾，台里的
几 位老记者迅速出动，为了第一时间了解灾情，不顾自身的
安危，深 入重灾区芒江村，我记得当时我们所在地的水位已
经漫过了我们的 肚脐，而且水位还在上涨，我们新闻中心的
老记者张熙，却仍站着 一动不动，扛着摄像机，就为了捕捉
到重灾区第一支救援队伍的镜 头，一股水浪打来，他险些跌
倒，我赶去扶住他时，只见他高举摄 像机，向我喊道的第一
句话是：“看好机器!” 我隔壁办公室的彭妮娜，是电台走
进乡村节目的记者兼主持人， 在她的办公桌下面，始终放着
一双平底鞋，刚开始我有些奇怪，后 来才明白，那是她下乡
时的专用鞋，作为对农节目的主持人下乡是 常事， 别看她
文静瘦弱，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比我这个 90 后还跑得快，
跟娜姐一起下乡采访总会有农民朋友上前搭讪，向她反映家
里养的 鸡鸭生病啦，地里的庄稼出什么问题了，外出打工遇
到什么麻烦了 等等，娜姐总是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心声，详细
记录他们反映的情况。

我刚刚接触民生新闻的时候，觉得繁琐、累心，因为时常要
下 乡，要花时间，要用精力。而我们的老记者勇哥，却时常
比我们这 些年轻人精力还要旺盛，勇哥原名李元勇，因为他
常跑民生新闻， 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处理的问题比我们任
何人都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常戏称他为街道办刘主任。勇哥
是个事儿妈，一次下乡采访农 业的相关新闻时，他细心的发
现有几片田无人问津，打听后才得知， 这户人家的壮劳力只
有父亲和儿子，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而身患重 病的父亲不想
让儿子担心，一直隐瞒着病情，在勇哥和当地村民的 劝说下，
这位父亲终于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尿毒症!巨额的医 疗
费用让这位父亲几乎放弃了治疗，而勇哥却在鼓励这位父亲



坚持 活下的同时对降临在这个家庭的不幸做了报道，社会的
力量是无比 的强大，不仅村镇上举行了捐款，医疗单位也表
示将按政策减免部 分治疗费用。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以自己热爱的工作为职业。我感
谢 记者这个职业让我融入在感动和温暖中，给了我更广泛地
了解社会、 理解这个职业的机会，对于记者而言，每一天、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每天一睁开眼，我想着：哦，又是一天，
一个未知的一天，这一天 我又像往常一样出门，找选题、想
角度、做采访、写文章，这其中 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可预料
的情况出现，我必须时时打起精神来应 对、解决，也许辛苦
就在这里，挑战、诱惑也在这里。

当一天结束 时，我会回想着对自己说：还行，这一天我把不
可能的采访完成了， 我为报道找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发现自
己对苦难还会感动，对不平 还会愤慨，对英雄还会敬佩。正
如我的同事说的，做新闻就像谈恋 爱，唯有实践才能抵达幸
福。 我热爱我从事的这个职业，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出现，
每天出门 都有无数的未知等着我，在这个信息已变得触手可
及的媒体时代里，成为“当下”的记录者，成为“历史”的
见证人，我为“新闻”两 个字激动和骄傲。人生，因青春而
美丽;青春，因梦想而绚烂;梦 想，因努力而闪耀，让我的青
春梦想绽放在新闻路上。

谢谢大家。

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又到九月，又是瓜车进城的季节。

每当我在运城的大街小巷，看到畅通无阻的瓜车菜车;每当我
在各个小区的门口，看到“欢迎瓜农来卖瓜”的横幅;每当我
在城市的街道两边，看到井然有序的瓜果临时销售区……我
都会想起，我在8年前写过的一篇评论，想起一位令人感动的



读者，想起他送给我的一万斤西瓜。

那篇评论，其实就是个倡议书，是一篇关于号召市民多买西
瓜的倡议书。

那是2019年的7月，我们运城日报社的《黄河晨报》刚刚创
刊4个月。那一年，运城的7万多亩西瓜大获丰收，但是，瓜
农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不得不面对西瓜卖不了的难题。一
车西瓜只能卖几十块钱，最便宜的甚至一斤只卖两分钱。就
算这样，瓜农的房子里、院子里、田间地头，还是到处都堆
满了卖不出去的西瓜。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悲剧发生了--一位瓜农开着农用三
轮车进城卖瓜，被交通执法人员扣住，还要罚款400多块。他
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气之下，上吊自杀!这个突发事件，
直接触发了新生的《黄河晨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
帮瓜农卖瓜。

作为值班编辑，我的任务是在前方记者报道完突发事件本身
之后，起草一篇倡议书，将舆论焦点从突发事件向“解决卖
瓜难”引导。

但是，直到领导要求交稿的前一天晚上，我仍旧毫无头绪。
西瓜，西瓜……半个晚上，我的脑子里全是圆圆的西瓜在滚
来滚去。

忽然，我想到了曾经种过七八年西瓜的父亲，一个靠种西瓜
给我娶来嫂子，给我换来从小学到中学学费的瓜农父亲。寂
静的夜中，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永啊，啥事?”一听到电
话中这熟悉的声音，我的心头一颤，一种莫名的感觉冲向头
顶。

西瓜，父亲，我，数以万计的瓜农……那一瞬间，我找到了
西瓜和我之间的逻辑联系，找到了数万瓜农和我之间的情感



共振。那一瞬间，我深刻地领悟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到
底应该属于谁、为了谁，我的笔到底应该写什么，怎样写!

“他们，从遥远的村中颠簸而来;他们，在陌生的街道上四处
躲闪……”当第一句从嘴边流出，写作就异常的顺利，顺到
正写着这一句，下一句就在脑子中排着队。

第二天，这篇题为《市民多买瓜，瓜农早回家》的倡议书，
刊发在《黄河晨报》二版头条的醒目位置。

“你是写倡议书的记者吧，我40多岁了，还是第一次被一篇
文章感动得哭了，文章写得真好，我给你背两段吧……”不
等我说话，一位男子便开始在电话中，背诵起倡议书中的句
子来。

请原谅我当时的浅薄和幼稚，在那一刻，我真得被感动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读者，能背下我发表的文章，哪怕
只是几段话。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读者，在外地给我
打长途，激动地聊了20分钟，只是为了表达对一篇文章的感
动。

来不及辞谢，他就挂了电话。而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睡
意全无。我躺在床上，静静地享受着新闻职业带给我的最美
好的感觉。原来，就算作为一名最基层、最普通的新闻记者，
就算是做着最基本、最本份的工作，也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评
价!也可以如此幸福!如此骄傲!如此有成就感!!

第二天，两辆载满西瓜的农用三轮车，真的就出现在报社门
口。一万斤西瓜啊，满满两大车，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报社，
收下来都不是最好的决定。征求了当事人意见之后，我带着
那两车西瓜，来到河东广场，将西瓜分给了市区的数百名环
卫工。

一位记者，他的脚下有多少泥土，他的笔下就有多少真情;他



的笔下有多少真情，他的报道就有多少力量!

一次报道，感动得读者送来一万斤西瓜;一次报道，帮瓜农卖
掉数百万公斤的西瓜;一次报道，让瓜车菜车在城市自由穿行
了8年。

这，就是新闻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 这就是媒体上传下
达的力量!这更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力量!

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再一
次感受新闻理想的狂热，与追逐理想的感动，谢谢大家!

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1935年2月，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
团长白志文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右肺，进入中央纵队休
养连的伤员班被担架抬着随队前进。

除了白志文外，当时的伤员班有5个人：被炸伤了左胸的团长
李寿轩，被炸断了一条腿的师政委钟赤兵，被炸伤了一只脚
的师长张宗逊，被炸伤了腰椎的团长文年生，在一次战斗中
伤了左腿的团长姚喆，都是伤势很重的重伤员。

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彻底把敌人甩在了金沙江的对岸，行军
途中歌声笑声也多了起来。虽说伤员班的人员都是团以上干
部了，但也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躺着几天不说话，憋得实
在难受。

第二天，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宿营后，他俩又赛上了，最终
还是姚团长把拐杖夺了过去。



讲好党的故事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事情还要从20xx年说起。打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特别爱干
净，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参加工作了，
别的不说，工作环境一定要好。到了台里之后，有独立的办
公桌，有自己的电脑，屋子里还有空调，更难能可贵的是，
台里的领导、同事都对我这个新人倍加关照。软硬环境都这
么好，夫复何求呀!于是，我就在这安逸舒适的环境里每天录
稿、出镜，偶尔出去采访，顺便跟着记者溜达溜达，看看广
袤富饶的盘锦大地，这小生活，多好!

滋润自在的小日子就这么一直过着，一直到了20xx年的11
月29号，这天和往常一样，穿戴整齐的我早早的来到了单位。
刚进屋，台里的一位记者跟我说：“走啊镜涛，跟我出去采
访呀?”我心里一想又能出去溜达了，就说：“走着”。帮忙
拿着机器就上了采访车，跟着老记者下乡去了。忙活了一上
午，中午刚吃完饭，略带困意的我，问道：“郑哥，咱下午
去哪呀?” “养鸭场”郑哥答道。

一听养鸭场，大家猜我怎么想，当时我就想，这一定是一个
既有麻辣鸭脖，又有麻辣鸭舌，还有麻辣鸭肠的地
方······想到这儿，困意全消，向往之情涌上心头。

可当车拐个弯进了养鸭场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心马上就
凉了半截儿。鸭脖、鸭肠、鸭舌一样都不少，可···可都
在那一只只活鸭子身体里装着呢。当时正好有辆货车在装鸭
子，看装鸭子的工人娴熟的“一手掐俩脖”，四只鸭子就被
扔上了车。伴随着冬天的大北风，漫天的鸭毛，就跟那下雪
似的，不过丝毫没有漫天飘雪的浪漫，只有随风飘散的阵阵
恶臭。此时此刻的我，一边哀叹鸭子命运的悲惨，一边意识
到自己是如此的天真。可来都来了，怎么办?祈祷赶快完事吧。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来不及鄙视自己的无知了，走进鸭架的一
刹那，一股股热气裹挟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臭，扑面而来，中



午刚吃过的美味开始一个劲儿的往上反，我尽量在和自己的
胃抗争。由于室内外温差大，眼镜上了霜，鼻子和嘴还都不
敢出气，我只能呆呆傻傻的站在门口。

我愣了一会神儿了，养鸭场的大哥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和顾
忌，就主动抓了一只鸭子，见此情形，为了完成采访任务我
强忍着恶心，凑了过去。拍完这组画面之后，一直忙碌着的
郑哥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适，说道：“镜涛啊，你出去等我
吧”当时我恨不得借俩腿跑出来，在瑟瑟的北风中，也顾不
得漫天鸭毛，大口大口的呼吸着还算新鲜的空气。

缓过来的我，透着门缝看郑哥，他一手扛着机器，一手拎着
三脚架，一样没有防护措施，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
也难以忍受，但他还是尽心尽力的认真拍完每一个画面。再
看鸭架旁的饲养员，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

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但这却是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印象最
深的一次采访。那天采访结束后回到单位，照着镜子择下头
发上的鸭毛，闻着羽绒服上散发着淡淡的臭味，我并没有抱
怨，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战胜了自己，挺了过来。并且我
又有了一个新的愿望，我要做一个贴近群众的人，贴近生活
的人，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引下做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