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 红色故事
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年7月，红七军团进
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_
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
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_、刘畴西、
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
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
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
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
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
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
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多人几无
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
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
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
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
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
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53公里，四
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
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
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
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他们
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
投骨，洒热血。

今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特别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
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现在我就讲讲，
我们赤溪镇的一些_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_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
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
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108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
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由于这几天我都在忙于陈荣凯副省长要来我们镇里调研工作和
《_宁德知青篇》文稿一书的征稿活动，很多精力都被用在这
方面，于是今天就简单地聊聊几点有关我们赤溪镇的_吧。我
们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委
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与闽东工农红军叶飞、叶秀藩、范式
人等领导人，于1934年8月21日9点许，在阳谷村会师，先遣
队首先传达了党中央重要指示对闽东党政军的建设提出宝贵
意见，同时也促进了闽东革命形势发展。这个队伍有6000多
人马，拥有大炮、枪支弹药、无线电等设备，当时住杂暴满
了夏村、桃源、赤溪三个村庄，并给我们留下50多幅标语在
古民居墙壁上(连兴座、巫济业厝)，遗憾的是至今已只有三
条依稀可见。第二天，凌晨，由我闽东游击队队员引路，从
龙案岭出发，途径班竹、社洋，然后又直入福安磻溪、康厝，
于下午两点左右攻下福安重镇穆阳镇，最后，当天我闽东游
击队员原路返回。今天我们站在这块碑子面前，就足以让我
们揭开当时闽东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序幕，开展重温阳谷北
上抗日先遣队和闽东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旅游，对宣传革



命历史，发扬红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结束四年游击战后，还根据当时先遣队传达精神要求，
闽东特委动员1600多人参军，经过一周后且动员了4000多人，
挑选了1500名。经过军事训练后，于1938年开往前线，这支
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
长。解放初期，这些队伍不是牺牲在抗日战线上，还是牺牲
在_战线上，最后回乡的也只有12个老红军，迄今已全部不在
人世了。

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二

大家中午好!

有这样一幅图片：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的东部，毗邻浩瀚
的太平洋，有一片广袤的土地：它北起黑龙江畔的大小兴安
岭，南到南海碧波的曾母暗沙;西起隔壁沙漠，东至祖国宝岛
台湾;有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有被誉为“人间
天堂”的江南水乡……可谓地势起伏、幅员辽阔，是的，这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和赖以生息的国土!

就是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
优秀儿女，孕育了历史悠久、连绵不辍、光辉而灿烂的中华
文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没能阻挡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前
行。在历经苦难和101多年的沉睡，东方雄狮已然苏醒，华夏
巨龙开始腾飞，中华文明正以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风采磅
礴于中国、影响着世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
中华文明呢?在阅读了《中国精神读本》后，我找到了答案。
原因只有四个字，那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激励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伟大力量。

“师夷长技以制夷”、“科学发展铸和谐，以人为本维民



生”这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

总之，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精神的鉴证史。
中国精神已经融入到中华儿女的血脉里，使得中华民族能够
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

同志们，在我们即将迎来建党__周年之际，院党委倡导我们
读好书，争做学习型党员，建造学习型党组织，让我们借助
创先争优这股东风，立足本职做贡献，创建示范争一流，以
良好的教育品质，以百折不挠的奋发精神，以实际行动，谱
写中国精神新的篇章!让中国精神在这片炙热的土地上永远传
扬!

谢谢大家!谢谢。

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我是班的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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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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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怕死
不当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史中，记载着许多不同凡响的人物，其中给我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刘胡兰。

她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5岁啊，正是人生最灿烂的时



候啊！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她
呢，小小年纪，却肩负起“国家”的重任。

刘胡兰被带进一个大庙，一张条桌后面坐着一个匪军官，中
等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

审问开始了：“你是胡兰子？”“我是刘胡兰。”

“你们区上还有多少共产党员？”“就我一个！”

“你难道不知道做共产党员要杀脑袋吗？小小年纪就不怕
死！”

刘胡兰瞪着眼说：“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了！”

刘胡兰被带到庙前的广场上。“抬家伙。”匪军官一声令下，
几个匪兵抬上来三口铡刀，上面还流着革命者的鲜血。

“你才17岁，难道就不怕死？”

“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死也不说，决不投降！”

刘胡兰毫不畏惧，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她从容地躺到铡
刀下，顷刻间只见鲜血喷洒，染红了白雪掩盖的黄土地那年
她才17岁啊！

刘胡兰以短暂的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
矗立起生命的宣言。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总有一死，或重
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的道理。

xx年后的今天，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们更要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踏着先烈的足迹，好好学习，增长本领，
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富强！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大学生红色故事演讲稿篇五

这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就义诗。
下头我就给大家讲讲他的故事。

吉鸿昌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他有胆有谋，
作战勇敢，他所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的“铁军”。
吉鸿昌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他坚决抗日，尽力为共产党工
作。蒋介石恨死了他，把他逮捕了。

椅子拿来了，吉鸿昌厉声地对那个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
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那你说怎样
办?”那特务浑身发抖地说。

“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
的。”

枪响了，吉鸿昌同志为革命事业壮烈地献出了自我的生命。
可是，他那“死也不倒下”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
心里。

我的故事讲完了，多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