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评论演讲稿(大全5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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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评论演讲稿篇一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
出位置来抓”。中央深改组在春节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
把改革落实放在重要位置，释放出明确信号。强调“扑下身
子，狠抓落实”，为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抓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也为我们时代的改革行动者描绘出集体肖像。

改革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面深化改革3年多来，中央深改
组已经召开32次会议，接近于每月一次，平均每周出台一项
改革政策，频率之快可谓前所未有。这既说明当前面临的改
革形势之紧迫，改革任务之繁重，更说明中央推进改革的决
心和力度之大。对承担落实职责的各级政府来讲，这意味着
更高的标准，更重的责任。说到底，改革不仅是一个方案、
一个举措，更是一项需要落到实处的行动;不仅是一个名词，
更是一个动词。各级政府的核心职责，就是优化改革方案的
执行效果，让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管理学中有一句名言，领导者是执行的第一基石。领导干部
能否“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
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
革的成败。但现实中，一些地方对中央的改革部署仅仅停留
在宣传回应上、停留在口头的表决心上，行动与政策的落地
不明显，有的甚至与中央层面的改革设计不在一个节奏和频
道上，出现明显的跑调。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一个重要方面是执行力不足。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央
层面的顶层设计日益清晰，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执行力
不足的问题。

执行力不足，另一面是担当缺失，不愿执行。笔者在调研过
程中发现，在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
“软抵抗”。比如表面上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雷声大雨点
小，有其形无其实。有人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在“软抵抗”
之下，“只见改革的车子左右晃动，不见改革的车子前行”。
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敢于拍板、
敢于担当，坚定不移干”。

解决执行力不足的问题，需要领导干部树立责任意识，需要
建立改革的督查机制，但核心问题既然是“人”，那么最重
要的就是解决用人问题、树立正确导向。让那些华而不实者
靠边站，让那些有使命感的担当者、擅长应对棘手问题的敬
业者、正能量的释放者获得提拔任用，才能塑造积极进取、
崇尚实干、鼓励试错的政治文化，才能让领导干部敢于接烫
手山芋，在正向预期的牵引下奋力把改革落到实处。

纵览中央历次深改组会议，从“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
到“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
从“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到“扭住关键，精准发力”，
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执行力，可以说是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
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空谈客、清谈者，而是实
干家、行动派。

时事评论演讲稿篇二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欠薪问题”。
春节黄金周过后的首个工作日，xxx常务会议就部署建立解决
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充
分表明xxx、xxx对农民工群体念兹在兹的关心，也说明全面解
决这一问题将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xxx、xxx历来重视农民工欠薪问题。曾强调：全社会
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要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
象，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年来，从xxx出台《关于
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到各级领导干部为
农民工“讨薪”，再到户籍、异地高考等改革举措破冰城乡
二元结构，应该说，党和政府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力度一
以贯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篱笆也越垒越高。

然而，长年的顽瘴痼疾难以猝除，农民工欠薪形势仍严峻复
杂。据人社部统计，仅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即查处工资类
违法案件万件，其中涉及农民工万人。每到岁末年初，农民
工欠薪总会成为舆论焦点和社会痛点。这表面上是劳资关系
问题，本质上却是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不规范、用工管理制度
不完善、劳动监察和司法保障不力等综合因素的结果。因此，
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基于道德正义感的舆论监督，更
需要从制度改革上釜底抽薪。

把长效机制落到实处，还应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的现实复杂性。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资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情况已大幅度减少，但因工程管理、用工管理等现实复
杂性带来的欠薪问题还较为普遍。在当前的市场秩序中，一
些管理方需要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手段，来保证工程质量和
进度，维护工地秩序，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还
有的工程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工程，从而形成积欠、三角
债、多头债等复杂问题。而各地劳动监察和司法部门普遍存
在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少数地方政府在市政建设过程中要
求承包商垫资施工，本身就为农民工欠薪问题埋下了伏笔。
可见，农民工欠薪问题涉及政府监管、企业运营和市场秩序
等各个方面，要把长效机制落到实处，就应该针对现实复杂
情况出真招、见实效。

这也意味着，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将牵一发动全身，既需要
彻底规范市场秩序及用工制度，也需要政府部门担当起监管
责任，还需要企业树立社会责任。说到底，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一场深层次的关系调整，
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才能结出公平正义的果实。

时事评论演讲稿篇三

在生命的调色板上，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卓越的画家，能
调出万紫千红的色彩，但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却连拿起
调色笔的信心都没有，又怎么谈得上描绘色彩呢？今天，我
想对同学说：“相信自己，别说你不行”。

我们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谁一生下来就会说话，
就会走路了，每个人都要从积累与磨炼中逐渐成长，所以，
请你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别说你不行！课堂上，请勇敢
地站起来发表你的看法，即使你说得结结巴巴，即使你的看
法未必完全正确，只要你勇敢地站起来，你就是自信的人。
请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退缩，没有经过失败洗礼的人永远不
能成为强者。在别人的表扬声中，请不要否认自己曾为此付
出的努力。说不行是因为担心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只
要你有信心去面对它，当你坚信自己必胜而迈出决定性的一
步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畏惧的原来是一个纸老虎。

丧失自信的人，总想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风港，他们必将与失
败结伴，21世纪需要勇敢开拓，勇敢进取，勇敢创新的人，
这种人首先具备的素质便是自信，畏畏缩缩，犹犹豫豫的人
必将被新时代所淘汰，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要充分展
示自己的才能，勇敢挑战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
己的潜力，谱写出壮丽的人生篇章。

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抛弃自卑，摒弃自负，以微笑面对生
活，挑战生活，挑战未来，走出一条光辉的人生道路吧！我
相信，在那路的尽头，有用鲜花、笑脸和掌声装扮的“成
功”！



时事评论演讲稿篇四

1、内容上的现实性 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的观点和态度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
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3、特定情景性 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
的目的、情绪，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
的情景，演讲稿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语言、结构 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
言上做到生动感人。 演讲稿的结构。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
开场白、正文、结尾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
分。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
的成功打下基础。常用的开场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
出问题等。不论哪种开场白，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
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
的主体。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中心语句。由于演讲
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
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
收束。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结尾的方法有归纳法、引文
法、反问法等。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总结强
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用名言警句，升华主题、留下思
考;反问法是以问句引发听众思考和对演讲者观点的认同。
演讲稿的结尾也可以用感谢、展望、鼓舞等语句作结，使演
讲能自然收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同学们：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爷爷曾经说过一句很富有哲理
的话：“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这句话给我
们以很好的启示：聪明的人不一定都成才，笨的人不一定不
能成才，成才的关键是勤奋。 当然，人与人之间，智力是有
差别的，有的人敏锐，有的人迟钝。敏锐的人，如果不学习，
也会变得迟钝的。迟钝的人，如果勤学苦思，也会变得敏锐



起来。试看古今中外成名成家的人，哪一位不是勤学苦练才
有成就的呢?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闪烁着勤奋的光芒。伟大的
发明家爱迪生，上小学时，老师说他脑子笨，难有成就。可
是爱迪生毫不气馁，刻苦钻研，勤奋求学，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成名以后，有人认为他是一个
天才，可是他却笑着说：“天才等于九十九分血汗加一分灵
感。”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出：勤奋，刻苦才是成功的要素。

时事评论演讲稿篇五

时事评论，简称“时评”，顾名思义，即评论时下的新闻人
物或新闻事件。小编收集了20xx年高考作文指导：“时事评
论”概述，欢迎阅读。

“时评”要讲究“四性”：时效性、针对性、说理性、思想
性。“时效性”即及时发表意见，“趁热打铁”，不当马后
炮。“针对性”即要有鲜明的观点立场，要联系当前实际，
要抓住问题的本质，切中要害，有的放矢。“说理性”即要
有根有据，以理服人。“思想性”即要体现评论者的思想深
度，体现指导性的意义。

“时评”主要是“就事论事”，但有的时评说理深入，做
到“就事论理”“依事生理”，因此有人把时评分为“就事
论事”和“就事论理”两类。

“就事论事”就是对“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向材料以
外作过多的挖掘和延伸。“就事论理”指对所评之事进行深
入分析，发现普遍规律或阐明一个更具普遍性道理。

“时评”类命题具有开放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时评”类命题可以选取一个侧面、一个角度立意行文。



“就事论事”的时评写作与传统“给材料作文”的写作有很
多不同，不能完全套用“十步法”。“就事论理”的时评写
作与传统“给材料作文”的写作近似，可以借用“十步法”。

1、“就事论理”的时评可按“引提联议结”五步立意行文。
与传统的“给材料作文”一样，时评必须在序论中“引用材
料”，并针对材料(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文中证明自己
的观点的正确性。在论证过程中，“就事论理”的时评可
以“联”和“议”：可以挖掘“材料”以外的内容，可以有
所外延，比如引用名人名言等道理论据，或引用事实论据作
为支撑。但总体上不能离开“时事”，挖掘、外延是为了更
好地评论时事。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理”，时
评在分析、评论之后都会作出结论，或重申自己的观点。很
多时评在结论时与传统立论文一样“提出主张”，以起到解
决问题的指导作用。

2、很多时候，传统的“给材料作文”中的“材料”只是“敲
门砖”，只是作为立论的依据—只是用来提炼论点，论点提
出后，在论证的过程中可以把“材料”“丢在一边”不再提
及，但“就事论事”却不能丢开“材料”，因为“材料”就
是它要评论的对象，必须在行文中处处紧扣材料，针对材料，
否则就会跑偏。

3、因为命题所给的材料(时事)就是评论的对象，文章的论点
就是对时事的看法，所以时评提炼论点的难度不大，而且不
容易偏离题意。传统“给材料作文”往往更重视立意的高度，
要利用材料提炼出一个高新的论点，因而容易“拔发离地”，
致使偏离题意。而且，时评在行文中需要紧扣材料“就事论
事”，所以不容易在论证中跑离，而传统“给材料作文”多
数是“丢开材料”论证，所以容易出现不能证明论点的情况。

4、传统“给材料作文”利用“材料题”中的“材料”提炼出
论点之后，可以海阔天空地从古今中外的材料中选择能够证
明论点的论据，不容易出现“无米下锅”的情况，而“就事



论事”的时评却受到很大限制，它必须与“材料”寸步不离，
常常会“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