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色故事演讲稿 收藏红色故事演
讲稿(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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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讲
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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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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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二

16岁能做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的16岁，还待在高中的象牙
塔里，享受着父母的悉心呵护，老师的殷殷教诲，而有些人
的16岁，却已经挑起了重担，投身到艰难的革命事业当中。

时间推回到1923年，16岁的贺服丹考入江西女子师范学校，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岁的汪群担任
南昌地方团第三支部干事，两年后于北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27年，这两个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一经相遇，
便引为知己，在后来一次次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爱情在腥风
血雨里悄悄萌芽，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勉励，并结合在一起，
成为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制定了全省秋收暴动计划，
并选择赣西南为全省农暴的重点，成立了中共赣南特委。时
年23岁的汪群勇挑重担，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20岁的贺
服丹也承担起了特委交通与机关的掩护工作。生在那样的烽
火岁月，年轻的他们没办法不让自己成为一名肩负使命的战
士，去为推翻压迫，坚守正义；去为改变贫穷，寻找光明。
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汪群夫妇重返了当时
血腥恐怖的白区赣州。



伉俪并肩，一个冲锋陷阵在前，一个保驾护航在后，他们一
起着手恢复了于都、南康、信丰、兴国等县党组织，创办了
《曙光》报，大造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舆论，逐步建立起游
击队和小块根据地，形成了赣南梅花式的武装割据，为红四
军挥师南下创造了条件。

然而，革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充满崎岖与坎坷。1928
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赣南特委遭到破坏，汪群
夫妇在赣州不幸被捕。被捕后，他们忍过了竹签插指的连心
疼痛，扛住了鞭抽脊背的皮开肉绽，经受了高官厚禄的糖衣
考验，识破了伪造口供的卑鄙荒唐，依然大义凛然地宣
称：“我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怕死的！要口供没有，要
命就拿去！”坚决不肯吐露半句有关党的机密，誓与国民党
反动派斗争到底。敌人无计可施，最终失去耐心，决定对他
们痛下杀手。

1929年1月，赣州城满城萧瑟，寒风凛冽，在通往卫府里的街
道上，汪群夫妇正被押往刑场，两位革命斗士昂首挺胸，慷
慨激昂地呐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在一声声振臂高呼中英勇就义。

牺牲时，汪群同志不过25岁，贺服丹同志也才22岁，为了保
守党的秘密，践行那一句句入党时宣读过的誓词，这对革命
伉俪无悔地将青春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将生命献给了对党
的无限忠诚，将热血洒在了赣南的红色土地上。伉俪虽逝，
烈焰长存。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无数革命先烈前
仆后继，英勇奋战，为了革命的胜利，在赣州这片红土地上
不断奋斗前行！

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三

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东方红日冉冉升起；八一枪响，一
张张共产党员的面庞写满坚毅刚强；建国大业，宣告中国人
民的命运从此改变……这些我们熟知的场景，是党百年奋斗



历史的缩影，同时也镌刻着不可磨灭的保密印记。

在我党革命史上，革命先烈们用信仰保守党的秘密，捍卫革
命旗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江善忠
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要从这位
铁骨铮铮的红军英雄说起。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时任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江善忠奉命留守兴国，组织
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掩护一批红军留下来的伤员。接受任
务后，江善忠将20多名伤员集中起来，安置到灵山的一个天
然岩洞里进行隐蔽治疗。

1935年，那是初春的一天。反动派得到情报，集结了大批人
马气势汹汹地向灵山发起围攻。江善忠临危不惧，率领游击
队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江善忠想到，敌众我寡，死打硬拼显
然不行，唯一的办法，只有引开敌人，才能掩护伤员迅速转
移。这时，他想到了家乡的芒槌石，决心把敌人引到芒槌石
山顶上去。芒槌石是一座三面壁立的孤峰，只有一条崎岖的
小路直通山顶。虽易守难攻，却是一条无法脱身的绝路。战
友们再三劝阻江善忠不要冒险，可是，他斩钉截铁地
说：“快，我把敌人拖住，你们赶快组织伤员转移吧！”

江善忠孤身一人，一步步把敌人引向了通往芒槌石的山路。
且战且退中，他巧妙地利用岩石作掩护，连续击毙了好几个
敌人。子弹打光了，他就用石头砸。很快，石头也砸光了。
这时，敌人趁机冲了上来，狂笑着朝他喊道：江善忠，你己
经是死路一条了。只要你反水投降，马上可以升官发财！”
退无可退的江善忠，巍然屹立在悬崖边上，大义凛然地
说：“要我背叛共产党，你们休想！”这时，他从容地环顾
四周，心中默念道：“别了，我的妻子儿女；别了，我可爱
的故乡；别了，我的父老乡亲们。”随即，他毅然脱下贴身
的白布衫，咬破中指，血书一行大字，纵身跳下140多米高的
悬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红军伤员和机密文件的安全。



第二天，敌人押着江善忠的妻子潘月英来到悬崖下，辨认江
善忠的尸体。潘月英手捧丈夫的衬衫，只见上面一行鲜血写
成的大字：“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我们致敬江善忠，更致敬那些“像江善忠那样长期为了党的
事业和人民利益甘于奉献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
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而这就是民族脊梁。江善忠的一
生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永
不叛党的铮铮誓言。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讲述红色故事，
当知如今幸福来之不易，应将苏区振兴化为己任。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我们初心永在，砥砺前行，为
章贡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满腔热血！

红色故事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八年级思政教师__x。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弘
扬红船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
兴南湖，一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
巍巨轮。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引领了
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
道路的光辉起点。正是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
国革命的燎原之势。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
走向西柏坡，走向一个又个胜利。1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
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就是“红船精
神”。“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
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体现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战胜风险、夺取胜利的
精神丰碑和磅礴力量。

“红船精神”是一面旗帜，它昭示着李大钊、陈望道等革命
先烈的觉醒年代，体现着老一辈革命家用理想照耀未来；它
是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的马毛姐；是践行为民宗旨、
解群众之所难的黄文秀，是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公益校长张
桂梅，是不畏艰险丈量祖国山河、六十七年初心不改的国测
一大队……“红船精神”铸就了中华儿女心中永不退色的精
神丰碑，成为我们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
神财富。

一艘小小红船，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一场艰苦卓绝的改
革，奠定了一个民族的腾飞；一次次敢为人先的创新，带来
了一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发展。忆往昔，中国历尽沧桑；展今
朝，祖国山河无恙。伟大、光荣、正确、坚毅的中国共产党，
令人心潮激荡，令人信心倍增，令人充满希望！

站在百年交汇点，我们踏上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从思想上，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自觉的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紧密的联系起来；在学习上，端正学习态度，认真听讲，用
心去完成老师布置的每一次作业，打好基础，全面发展；在
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要尊敬老
师，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面
对学习上、生活中的的困难和挫折，要有坚强的意志、勇往
直前。同学们，希望你们在民族复兴的广阔舞台上共同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的机会。
努力做“红船精神”的坚定捍卫者、忠实传承者、自觉践行
者，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精神力量生生不息。

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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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讲的故事穿越时空，把我带到了七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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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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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一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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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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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红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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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条永恒的红飘带；

长征是铭刻在人类历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的千古绝唱。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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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看见了那飘扬的国旗上，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颜色，
是长征点燃的火炬燃烧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最终请让我用歌声来结束我的演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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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