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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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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改革助开放，扬帆起航

虽然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但经贸大繁荣、文化大交流、
信息大流通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这是一个新世界，大发展、
大调整、大变革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动力。

在这个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时代，东方雄狮的中国，正大
步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以洪钟般的巨吼，奏响改革开放
的新篇章。

金线从天而降

如果说1978年以前的中国笼罩在厚厚的云层中，那么改革开
放就是一根从云层中走出来的金线，它不仅给黑暗的时代带
来了光明，也给迷茫的社会带来了目标和希望。在小平同志
的领导下，改革从试点推进到全国，从经济推进到政治，从
城市推进到农村。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改革实现了从空谈
到实践、从个人到集体的质的飞跃。俗话说，“雨知时节，
春来”。改革开放只是知季的好雨，给中国久旱的土地带来
了雨水。

沧浪震耳欲聋



逐渐走上正轨的改革开放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中国的领
土上肆意奔跑——东南沿海有它雄伟的样子，西北内陆有它
闪电般的身影，东北雪原有它惊鸿一瞥的饮水。无论他们走
到哪里，高层建筑都会拔地而起，一切都会焕然一新。人们
拥抱社会，面对生活，以高昂的精神迎接挑战。澎湃的三峡，
巍峨的大坝傲然屹立在江面，解决了半个中国用电的难题；
在珠江三角洲，港珠澳大桥南北如龙，实现了屏障向大道的
转化；辉煌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
巨大的活力……”“云梦谷的迷雾，围困了岳阳市”。改革
开放的巨大浪潮在过去40年里震撼了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
了中国。

扬帆起航

从懵懂的少年到成熟的成年人，改革开放巨人站在新时代的
起点。是无数家庭的泪水、汗水和欢笑，让巨人的选择更加
艰难。但是，“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以达到你的最终目
标”这一口号一直牢牢地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即使前路未
知，但敢于勇敢战斗的精神和激情从未减半。“雄伟的道路
真的像铁一样，但现在从一开始就是踩过去的”。在新的时
代，不要忘记更需要你的主动精神，需要向前迈进，向世界
展示一个更宽容、更进步、更稳定的大国形象。

改革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开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真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14亿人携手并进，守望相助，
共同朝着既定目标努力。没有风吹动我的孤帆，改革开放的
巨轮，将驶向成功的彼岸。

谢谢，我的演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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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和表弟，舅妈，还有妈妈，一起去厦门游玩。



去的那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动车车站等车。终于，等到
车了，我从来没坐过动车，今天是第一次坐，我们就这样一
连坐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厦门。但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一到鼓浪屿，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棵棵的大榕树，那里
的大榕树枝繁叶茂，高大挺拔，我想：“树干多么像一个个
大将军，叶子像身穿绿色制服的小士兵，他们团结在一起，
保护着鼓浪屿，守望着鼓浪屿。

大海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我热爱大海，尤其是海滩，它的景
色变化万千，让我遐想连篇，流连忘返。厦门的海滩也正是
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蓝蓝的海水，金黄的沙滩，阳光
照射在沙滩上，暖暖的，真的像在泡日光浴。

夕阳西下，潮水退落。“潮退沙平珍贝美”，这正是拾贝的
好时机，我和表弟连忙跑过去捡，可是我们俩的运气不太好，
只在清澈的海水中拾到了几个洁白如玉的小贝壳。

我和表弟在明媚的阳光下，脚踩着柔软的沙子，你追我赶，
捧起海水，你泼我，我泼你，好像傣族的泼水节一样。我们
全身都湿透了，担心里却很甜蜜，很高兴。

一眨眼，就到了晚上，我们明天就要回家了，但我却有些依
依不舍。我喜欢这里，这里的风景让我快乐，我只能把厦门
美丽的风景和我们的欢声笑语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永
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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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和我说过他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爸爸村里有一个“xxx”。他家里买了一台电视，那台
电视在那里是像宝物一样好，大家都会去那里看。那个“富
翁”还用电视来做生意，大家想看电视就要去那里，像现在



的电影院一样。想看的先去排队，一个一个的进去。等院子
坐满了，电视的主人就关门了。大家都坐在小凳子上，排的
一行一行的，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有人没排上队，在外面
偷看也不行。“xxx”拿着棍子，有人说话就敲一棍。和电影院
有点区别，但是在那时候，那台电视的价值等于现在一台高
级电视。

在那里水源不充足，口渴了没水就只能吃水果。夏天吃什么
都不觉得凉，吃什么水果都无所谓，吃西瓜更是解渴。但是
到冬天口渴就不能常吃水果了，水果这么凉，那时候有没有
能加热的电器。

大家吃饭都喜欢端着饭碗到村口吃。村口很热闹，人很多，
有人边吃边聊。大家聚在一起会聊一聊自己遇到的新鲜事，
或者遇到的问题等等。比如说捉到一条鱼啊，或者吃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食物啊，那并不奢侈，但是农村就是那样。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以前安静看电视的
地方也没有人了，大家有了自家的电视，又慢慢有了彩色电
视和会调节的电视。水也不用两天领一次了，可以直接接一
些水烧就可以了。吃饭时就不用去村口了。现在有了正规的
餐厅，有很豪华的大餐馆，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卫生间
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臭气熏天，公共卫生间还可以从外面
看颜色来分辨里面有没有人。

改革开放真好，用以前的生活和现在对比，我们现在真是太
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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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和我说过他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爸爸村里有一个“_”。他家里买了一台电视，那台
电视在那里是像宝物一样好，大家都会去那里看。那个“富



翁”还用电视来做生意，大家想看电视就要去那里，像现在
的电影院一样。想看的先去排队，一个一个的进去。等院子
坐满了，电视的主人就关门了。大家都坐在小凳子上，排的
一行一行的，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有人没排上队，在外面
偷看也不行。“_”拿着棍子，有人说话就敲一棍。和电影院
有点区别，但是在那时候，那台电视的价值等于现在一台高
级电视。

在那里水源不充足，口渴了没水就只能吃水果。夏天吃什么
都不觉得凉，吃什么水果都无所谓，吃西瓜更是解渴。但是
到冬天口渴就不能常吃水果了，水果这么凉，那时候有没有
能加热的电器。

大家吃饭都喜欢端着饭碗到村口吃。村口很热闹，人很多，
有人边吃边聊。大家聚在一起会聊一聊自己遇到的新鲜事，
或者遇到的问题等等。比如说捉到一条鱼啊，或者吃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食物啊，那并不奢侈，但是农村就是那样。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以前安静看电视的
地方也没有人了，大家有了自家的电视，又慢慢有了彩色电
视和会调节的电视。水也不用两天领一次了，可以直接接一
些水烧就可以了。吃饭时就不用去村口了。现在有了正规的
餐厅，有很豪华的大餐馆，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卫生间
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臭气熏天，公共卫生间还可以从外面
看颜色来分辨里面有没有人。

改革开放真好，用以前的生活和现在对比，我们现在真是太
幸福了！

改革开放思想汇报篇五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
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
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
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
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
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
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
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
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
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
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
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
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
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
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
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
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
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
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
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
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
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
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
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
生“留得住”的问题。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
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
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
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
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
生因此获益。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
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
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
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
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
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
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



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
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
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
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
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
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
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
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
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
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
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
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
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
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
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
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
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
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



有１０３４个。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
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
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
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
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
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
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
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
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
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
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
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
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
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
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
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
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
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
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



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
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
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
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
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１９７７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
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
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
的一系列巨变。回顾３０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
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３０年的非凡
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
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