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军小故事演讲稿 红军长征故事
的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
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红军小故事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

一说起红军长征中一个惊人动魄的故事——四渡赤水，我就
会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因为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时候经
过了我的家乡——古蔺。一说起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我就会
想起这里面中一个小小的故事——红军“人参救母”。

一渡赤水后，红军来到走马坝，适逢贫农方少周家六十九岁
的老母亲卧病在床。由于家境清贫，缺乏营养，加之老病缠
身，没有东西吃，家里只有青菜萝卜，老人已气息奄奄，朝
不保夕，一家人束手无策，要医无钱，欲救无药，只有死路
一条了。可正在这时，住在方家的一位红军营长得知方母病
重，他主动进屋去看望病人，只见老人快要死了，不由想起
他挂包中藏了许久给自己老弱多病的母亲吃的人参给了那位
方家的老母亲吃。方家的老母亲服了参汤以后，脸色转也红
润，晚上又连服两次，病情大有好转，全家老小喜不自禁，
连连感谢红军，这位红军营长也露出笑颜。虽然后来这位营
长走了，可方家三辈人始终念念不忘红军营长“赠参救母”
的恩情。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自己很惭愧。现在我生活在这个
美丽丰富的世界里，吃大鱼大肉，早上还有牛奶喝。有时候
妈妈做的菜我还觉得不好吃，只要一天不吃就憋得慌。而再



看看那个时候方家的老母亲就是因为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
想买没有钱，差一点把生命失去了。就象世界著名“童话之
王”安徒生写提《买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小女孩只有寒冷、
饥饿、痛苦，没有幸福。如果小女孩没有死，我想对她说：
我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和我们一起学习
生活吧!当妈妈买了橘子给我吃的时候，我觉得酸就随手一
扔;当我扔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是钱买的，没有想到世界上还
有很多的人吃不到。自己是多么的浪费，所以我觉得自己真
惭愧。

是啊!我们是长在国旗下的儿童，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但我们
一定要向红军学习，学习那种勇往直前，把老百姓看做亲人
的高尚品质。做一个新世纪合格的小学生!

红军小故事演讲稿篇二

孝道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道德，意思就是孝道。

旧三字经里有句话说得好：相酒令能暖桌。有一个9岁的孩子，
家里又穷又冷。孩子在垫子上暖和的睡，然后和父母一起睡。

那我们再来听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外国男人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孩，他的家庭非常贫穷，住在美国的最西部。

当这个小男孩16岁的时候，他去了美国的最东部工作。这个
小男孩一有时间就回家。

突然，16岁的男孩34岁了。

但是结果被压死了，从此再无消息。

从幼儿园开始，大家就在教一句古话：“一切美德，以孝为
先。”



但是有多少人做到了呢？作为一个中国人，连外国人都不如。
你还有脸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孝顺还活着的长辈，珍
惜现在的时光，多和长辈聊聊天，对你有好处。弥补你的错
误至少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请珍惜和长辈
一起读过的每一分钟，用心陪伴他们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赡养他们的晚年，分享他们的家庭幸福。需要的不是天天嘘
寒问暖，而是天天形影不离。有时候，真诚的劝诫和一丝不
苟的行动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普遍弘扬孝道精神，从我们做起。

红军小故事演讲稿篇三

红军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长征，
把惊涛壮观推出，把日出瑰丽托起，让松柏 昂首挺拔，让雄
鹰翱翔蓝天!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那高唱“英特纳雄耐尔
一定要实现” 的肝胆豪情，化作一种不朽的精神，光照千秋
流芳万古 ;下面是有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欢迎参阅。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
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
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
上广为传扬。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
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
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
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
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
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
江、四渡赤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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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
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



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
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
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
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
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
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
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
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
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
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
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
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
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
声。时值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
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
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
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
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
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
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
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
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
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
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



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
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
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
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
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
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
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个老
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长征精神以越来越深
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到长征路上去追寻，去思考。

20xx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
败而被迫突围西行，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
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
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
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
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
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
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
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60年前的那些
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
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



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
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
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
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
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
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
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
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红军小故事演讲稿篇四

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
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下面是本站小编分享给大
家的关于红军长征故事精选，供大家鉴赏!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
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
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
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
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
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
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
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



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
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
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
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
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
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
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
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
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
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
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
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
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
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
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
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
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
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
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
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
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
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
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
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
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
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
“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
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
“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
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
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
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
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
大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
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
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
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
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工会宣
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
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
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
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
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
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



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
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
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
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
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
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
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
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
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
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
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
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
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
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副主
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
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
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0xx年认识
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
别20xx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
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
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
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
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
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
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
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
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
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
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
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
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
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
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1936
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
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1937年4月，他担任党报
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
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1920xx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
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
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
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
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xx年7月，
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
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
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
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
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
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
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
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
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
们的赶路。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
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
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
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
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
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
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
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
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
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
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
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
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
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
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
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
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
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
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红军小故事演讲稿篇五

红色，是我们的记忆，红色，是我们的精神，红色，是我们
的国魂。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传承红军精神演讲
稿，希望能帮到你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
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
的艰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
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

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
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

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所打动。然而我们能做更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
我们要卧薪尝胆，奋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挑战，
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



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
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
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顽强拼搏的精神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具
备的。而是需要经过持久的刻苦磨炼，才能逐步形成。奥斯
特洛夫斯基说的好：勇敢产生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
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想要连跑带跳地把过去的一切文化
遗产都得着，那是办不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顽强性和艰苦
的劳动。我们青少年的箴言就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
除一切障碍。

同学们，老师们。我们从红军长征中收获了坚强、智慧、勇
敢、自信、顽强、团结……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些品德付诸
于祖国建设中去。把自己的成长、成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
密地联系起来。立爱国之志，成报国之材。我们的国家将成
为世界的强国，我们的民族将成为宇宙的骄子，让我们携起
手来，书写崭新的历史，奏响未来更有力的强音!谢谢大家!

同学们，老师好，我叫孟歆然，是来至五年级一班的学生。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红色文化，争当双好少年》。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书店，找到一本书，书名叫《红军过
草地》，便有滋有味地看起来。红军为了完成任务，连野草
都吃，一个手掌大的青稞饼，几个人推让来推让去，谁都舍
不得吃，这是什么样的精神?他们团结一致，越过千山万水，
宁可饿死，也不愿做敌人的俘虏，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看到最
后，我泪如雨下，红色文化，令人感动。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跨进大门，
红色的枫叶像染上了血，鲜红鲜红的血!难道这是红军烈士的
鲜血吗?我抬头一看，青灰色的红军将领塑像整齐地排列着，
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许世友……我一一看着。我走进
展览大厅，倾听讲解员的解说：在万源的土地上，经历了三



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数万优秀万源儿女用鲜血浇灌了巴山，
用生命换来了解放!

什么是红色文化?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多少能感悟到
一些：崇高的理想、坚韧的毅力、团结的力量、不怕困难、
不畏牺牲、终生奋斗!

我们是少年，今天，我们踏着红色的足迹，传承着红军文化，
努力争当祖国的双好少年：热爱祖国、理想远大，为了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向前。祖国是耀眼的太阳，我们
将是灿烂夺目的光环。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好好学习
报答祖国。我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向着理想而前进，为祖国
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们争当双好少年：勤奋学习、追求上进，丰富的知识是我
们翱翔的翅膀，飞向蓝天。祖国是和谐的家园，每个人享受
着幸福和温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虚心好学，刻苦钻
研”，是每个学生的座右铭。“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帮助别
人，快乐自己”，是每个少年时刻不忘的真理。为自己存在
的价值而努力，就是上进。

我们争当双好少年：品德优良、团结友爱，挽起我们友谊的
双手向着未来，勇敢登攀。祖国是广阔的舞台，我们将成为
未来的中坚。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人的心灵美才是最
美的。品德思想最重要，它是唤使你去做每一件事的方向盘。
所以大家要心灵美，知道感恩。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人与
人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团结，团结力量才会大。

我们争当双好少年：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用充沛的精力把
祖国建设的重任扛在双肩。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未来的路还很长，只有学会
创新，学会开拓才会取得进步。我们用爱心、恒心、信心托
起自己，一起去传承红色文化，争当双好少年吧!少年强，则



国强，我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红色的记忆，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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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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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欢腾。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
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激动不已，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
起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小时候，看长征的连环画，看后我曾天真地问爸爸：“红军
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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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岁月的
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起又争论起这个话题，
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一定在雪山和草地开
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军爷爷。”当
时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于是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长征路上
发生的感人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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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活到今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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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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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篮子将自己要来的生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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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玩乐，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动画
片，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零食，喝着饮料的时
候r22;r22;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
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
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
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
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小主人工流
产，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
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
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
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
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
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