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 学习弘扬红旗
渠精神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
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
分享阅读。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篇一

回望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是新中国遭遇三年自然
灾害和经济极度困难时期，饱受严重干旱缺水之苦的五十六
万林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
迈气概，逢山凿洞、遇沟架桥；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太
行深处的悬崖峭壁上和险滩峡谷中，使用手中极其原始落后
的铁锤、钢钎、钉耙、瓦刀、麻绳、抬筐、土制炸药等生产
工具，投工5611万个，耗时10余年，终于在1969年7月，规模
宏大的“引漳入林”工程——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
本竣工。红旗渠的建造，彻底改变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
劣生存环境，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县人民的吃水问题，使54万亩
“土薄石厚”的贫瘠农田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有效灌溉。

有资料显示，他们在修建“生命渠”、“幸福渠”的艰难岁
月里，硬是靠简陋的农具削平了1250座山峰，架设151座渡槽，
凿通211条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2225万
立方米。如果用这些土石修筑一道高2米、宽3米的石墙，足
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哈尔滨和广州两座相距3000多公里的城
市连接起来，而当时全力奋战在筑渠前线的民工们，每天仅
靠少量的口粮与野菜、河草来充饥，不少人因此而身患浮肿
病。还有一些人，一年四季渴饮山泉、饥餐树叶、日筑水渠、
夜宿崖洞，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世



界第八大奇迹”——一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一千五百多公里的
“人工天河”!青年洞、曙光洞、空心坝、桃园渡桥、夺丰渡
槽、曙光渡槽、南谷洞渡槽、红英汇流、总干渠分水闸……
一串串璀璨夺目的珍珠连缀一起，在阔远而莽苍的天地间熠
熠生辉、历久弥新！

循着迂回穿行在大山怀抱里的红旗渠，凝望湍流不息的漳河
水，我真希望——这清澈如斯的渠水，能够流出太行山谷、
流过林州大地、流向塞北江南，在滋润平畴沃野的同时，也
在十三亿国人的心田里，来一次透墒的浇灌。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篇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弘扬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景区是自然和人工的结合体，几年来，它的美景在我
的心里虽已成了模糊的记忆，但红旗渠精神却深深地镌刻在
我的脑海里，时常鼓励着我，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坚毅，
顽强，勇敢地面对困难。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建于1960年，是一项引漳入林
（引漳河水入林州）的伟大工程。它穿梭于太行山的各个山
头、山腰，气势雄浑，如条条巨龙翻山越岭、喷吐着碧波，
滔滔前行，滋润着林州大地的的每寸肌肤，给这里的人们带
来无尽的吉祥与幸福。

走进红旗渠的展览馆，一座座雕塑、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
字，无不向我们诉说着旧社会林县（林州旧称林县）人民的
苦难生活以及林县人民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恒心和毅力。
这些雕塑、文字和图片至今仍深深的珍藏在我的脑海中，既



让我为当时林县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到痛心，又时常被林县人
民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

下面我用文字为大家展现的这些雕塑就充分说明了林县当时
的旱情及修建红旗渠的艰辛。左边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们摆上
香案贡品，双膝跪在干裂的土地上，双手合十，仰望上天，
口中似在念念有词，脸上也写满了虔诚，不用说这是在祭天
求雨。另一群同样衣衫褴褛的人们似乎已信不过上天，背着
包袱，挎着篮子，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另一幅雕
塑是当时的勇士们除险石的情景。修建红旗渠时，有些山石
被开山炮震得松散，随时可能有石头掉下来砸伤修渠民工。
为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就需要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勇
者腰系大绳，在崖上如荡秋千一般落在崖壁上除险，这种举
动被称为“虎口拔牙”。看着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不禁会
为悬在崖上的勇者捏一把汗。

修建红旗渠动用的人力有多少，带来的效益如何，看看这一
幅幅动人的图片和惊人的文字吧。从图片中我们看到：男子
汉出动了，铁姑娘出动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了，小学生放
学后也来帮忙了。他们用镐头、铁锹和落后的的小推车铲运
石块，用麻绳、保险钩除险，昼夜奋战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之
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
架起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
挖砌土石方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州人
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
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了灌溉，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

在红旗区分水宛我们可以看到闸门内奔泻出的两股激流。向
西南方向流去的是一干渠，向东南方向流去的是二干渠。三
干渠在分水岭双孔遂入口处，三条干渠和从他们身上分流的
众多支渠如人体大大小小的血管，向整个林州大地源源不断
的输送着生命的营养，使林县这个不毛之地披上象征生命的
绿装，变成希望的田野。



从分水宛出来，再去有名的青年洞景区，由于时间已久，青
年洞在什么方位，怎么去的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上有郭沫若
亲笔题写的“青年洞”三个大字，汹涌的漳河水从洞中穿过。
当时用手机拍下的一组数字和文字资料告诉我们：洞长616米，
高5米，宽6.2米，挖土石方19400立方米，总投工13万个。据
说当年因自然灾害和国家经济困难，总干渠被迫停工。为早
日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建渠干部群众挑选了300名青年突击队，
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施工，他们战斗在工地，吃住在工地。
位于虎口崖下的神工铺就是当时民工住过的地方，当时漳河
沿岸村庄少，修渠民工没有住房，就住山崖，打地洞，还要
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充饥，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
们还在崖壁上留下了豪迈的誓言：“崖当房，石当床，虎口
崖下度时光，我为后代创大业，不修成大渠不还乡。”突击
队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将洞凿通，使其成为总干渠
的咽喉工程。

在60年代，一个一切都还很落后的年代里，林州人民经过艰
苦卓绝的努力，以势把河山重安排，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
壮志和英雄气概创造了新中国的奇迹。红旗渠的建成让我们
看到，在勇敢、顽强、恒心和毅力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叫做
困难。在所谓的困难面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实干、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如果每个企业、每个团体、
每一个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精神，那么一切困难都可迎刃而解。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篇三

从红旗渠回来，印象颇深的是虎口崖下那棵逆境而生的梧桐
树，导游深情的解说萦绕耳旁：“这棵梧桐树扎根在岩缝之
中，它生来一切条件就比别的树差，发芽比别的树晚，生长
比别的树慢，但它不气馁，不绝望，顽强地生存下来。就像
伟大的林州人民，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是勇敢地适应环境，
改造自然，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绿色的家园。”



一路走来，所见所闻的确如此。虽然是山区，道路崎岖，但
处处是绿色，一派生机繁盛景象。耕地的面积不大，但水利
纵横，庄稼长势良好。正如毛主席所说：“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有了红旗渠，有了生命之水的灌溉，林州人民的生活
彻底改变了穷苦的面貌，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天堂。

那么昔日的林州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强不息，勇敢地在困顿中奋起，
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存之道。为了生存，为了造福子孙后
代，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林州人民开始了“引漳入
林”工程的十年鏖战，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他们靠着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克服重
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削平
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
建筑物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
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
起来。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
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
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
渠”、“幸福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
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
渠。”国际上称之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
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修建过程中，林县人民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
神发扬到极致。红旗渠总投资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
占37%，社队投资7878万元，占63%，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他们的劳动工具就是两只手、一只镐，或者一根绳索，一根
钢钎。困了天当被，地当床，饿了挖野菜、啃干粮，以愚公
移山精神，终日挖山不止。没有水泥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



制，出现了“铁姑娘”、“青年团”、“神炮手”、“凌空
除险队”等动人事迹，连小学生放学后都要捎上块石头送到
山上，真是全民皆兵，万众一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
不但毫无怨言，还在崖壁上留下了豪迈的誓言：“崖当房，
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我为后代创大业，不修成大渠不
还乡”，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昔日繁忙的工地，今日已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圣地。青年洞、
络丝潭、一线天等旖旎的风光，引得无数游人流连其间，拍
照留念。一渠碧水蜿蜒山间峭壁之上，仿佛告诉人们昨天的
故事，又仿佛吟唱着今天的幸福生活。伟大的红旗渠精神激
励着林州人民，也激励着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如虎口
崖下的那棵梧桐树所预示的那样：尽管基础薄，底子差，只
要自强不息，一样可以在夹缝中占稳脚根，生长出一抹绿色;
只要奋斗不止，总有一天能够根深叶茂，花果满枝!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篇四

我们要牢记红旗渠精神，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全国红旗渠精
神永放光芒演讲稿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和参考。

红旗渠精神是太行儿女与自然抗争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又
在指导林州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可以说是既源于实
践，又指导实践，并将在林州“美太行”实践创新中得到进
一步丰富。作为林州人民的“传家宝”，林州历届班子薪火
相传，奋斗不息，把传承红旗渠精神作为每一位党员领导干
部的历史责任和政治担当，并融入了每个林州人的血脉和灵
魂，化作一种个性、一种文化、一种民风，并不断赋予其更
多全新的内涵。

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进
行不断抗争的历史，而红旗渠实质就是人与自然抗争谋求生
存空间的写照，在不屈斗争中凝聚升华了红旗渠精神。



第一，太行儿女与自然的不屈抗争是基础。林州自古缺水，
在古代，不仅是制约发展的问题，更是影响生存的问题。也
正是因为如此，自古至今，林州的历史就是围绕“水”字展
开。为了与自然抗争，任村镇桑耳庄村可以常年到7里地外的
黄崖泉挑水吃;为了与自然抗争，每家每户都修筑了旱井，为
的是存住天上的每一滴水;为了与自然抗争，每家每户都培养
了能工巧匠，为的是修建好每一条“谢公渠”，修好每一
条“爱民渠”。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林州人民八十年代十万
大军出太行，走向世界。林州人民对“水”的渴求，犹如太行
“愚公移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涵着一种悲壮、能够赋
予一个民族一种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的意志力。

第二，党的领导是修成红旗渠的关键。纵观林州历史，新中
国成立前，修不修渠，老百姓作不了主，不修很正常，修也是
“清官”的恩赐。而在新中国，有史以来人民群众第一次真
正当家作了主人，可以自己作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权
作主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修建红旗渠必然凝结成人民群
众与革命干部共同的决心和意志。修建红旗渠的困难是非常
巨大的，物力、财力、技术水平等现实条件非常欠缺，社会
主义制度给修建红旗渠提供了一个关键条件，那就是协作精
神。跨省从山西引水，山西人民全力支援;为支援一线建设，
人民群众甚至把留给女儿出嫁的布拿出来，给修渠工人做成
了衣服;整个修渠的工程队，从领导到技术员，大家精诚合作，
不计报酬。可以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将一盘散沙的
群众，拧成一股绳，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力量。

第三，群众路线是修成红旗渠的核心。只有为了群众，依靠
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创造历史。没有群众
的愿望和创造，不会产生修建红旗渠的设想;没有广大群众的
苦干精神，也不可能建成红旗渠。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在大
山深处苦战十年，靠着人力和大自然艰难拼搏中孕育和锻造
出来的，它属于人民，属于群众。这种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一起苦、一起干的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成功的法



宝，也是林州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建渠2019年间，
参加建设的民工约30万人。可以说，每一寸渠道、每一个涵
洞、每一个渡槽、每一座桥梁……都饱含着人民群众的心血
和汗水。建渠的2019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先后
有81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

红旗渠的修成，彻底改变了林州人民吃水难、农用地生产条
件恶劣的状况。通过修建红旗渠，把千百年来这方水土赋予
林州百姓的精气神，升华成一种精神，就是用生命和毅力镌
刻在太行山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的红旗渠精神。

在红旗渠精神激励鼓舞下，林州人民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将传统美德和市场经济意识相结合，谱写
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三部曲，使林州从一个山区
贫困县发展为一个现代化新城市。新华社长篇通讯《守望精
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因此凝练和赋予
了林州人民“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
的当代红旗渠精神。

今年是红旗渠通水50周年。50年来，林州市总人口数由1964
年的60.24万人增加至的109.1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由5196万
元增至451.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87元增至57208元，工业
企业数由54家增至1535家，工业总产值由1486万元增
至1123.1亿元，农业总产值由5366万元增至41.3亿元。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省十强，是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国家
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科普示范
市和省级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刚刚被国家发改
委确定为“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红旗渠经济技
术开发区成为中西部县域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区。对我们林州
人来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立市之本，也是我们各项经济社
会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最有力的源泉和动力。

林州从“一穷二白”到跃居全省前列，靠的就是红旗渠精神，



充分证明了红旗渠精神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对指导实践
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具有永恒的、强大的生命力。

红旗渠是人与自然相处的表达，红旗渠精神是对理想追求的
实践。50年前，理想是生存，我们与自然抗争，修建了红旗
渠，初步实现了人民富裕。50年后的今天，理想是幸福，就
是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征途中，把“林
州梦”体现在“中国梦”“中原梦”的创造细节上，在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中不断丰富红旗渠精神全新内涵。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在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富裕的今天，
我们追求的发展目标就是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其实质就是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
化。就林州而言，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红旗渠、太行大峡谷
和国际一流滑翔基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有着建筑、旅游、工
业和金融等多元化发展要素。面对新常态，就是围绕生态建
设这个核心，加快改善自然生态、优化人居生态、构筑人文
生态，就是谱写“美太行”第四次创业征程。美太行，其实
质就是太行儿女与太行山这一方水土的和谐美，内涵不仅是
发展之美、自然之美、民生之美，也是全面的美，和谐的美，
囊括了从生态到产业、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素
质到形象、从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的提升和跨越。这也是红
旗渠精神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具体体现。作为当代红旗渠
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必将努
力促进精神再升华，力量再爆发，发展再跨越，让红旗渠精
神这面旗帜高高飘扬、永放光芒。

为了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中央和
省委明确要求，既要认真落实统一部署，把“规定动作”做
到位，又要结合各自实际，灵活安排好富有特色的“自选动
作”。红旗渠是中国水利史上的经典工程之一，“红旗渠精
神”实质就是为民务实清廉，是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最
好典型。参观红旗渠，把学习“红旗渠精神”作为教育实践
活动的“自选动作”，作为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的生动



教材，更容易反思自己、检查自己、激励自己，确保教育实
践活动取得扎实的成效。

为了更好地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好，我结合自己参观红旗渠，感悟“红旗渠精
神”的重要性，谈几点体会，与大家共勉。

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红旗渠精神”蕴含着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干部
作风、革命精神等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凝聚力，体现了立足本地条件、依靠自
己力量的自力更生精神，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
神，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的团结协作精神，不计报酬、不怕
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

红旗渠就像一部浓缩的历史，把人们带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
更为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时代在发展，社
会在变革，在今天我们还需要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吗?这
些困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
好地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党性原则，如何永葆党的先
进性、纯洁性的思考。对此，郭庚茂书记明确指出：人们的
思想观念会变，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没有变;我们党的历史
任务在不同时期会变，但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我们党的方
针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变，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没有变;
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会变，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没有变;人们的价值理念会变，但我们党倡导的集体主义的价
值导向、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没有变;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
活条件会变，但我们党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政治品格没有
变。从这“六变六不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形势如何变
化，党的性质、党的宗旨不能变，作为党性集中体现的“红
旗渠精神”都会历久弥新。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增强学
习弘扬“红旗渠精神”的自觉性、坚定性，从内心深处打牢
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根基。



认真落实省委指示精神的同时，切实对照“红旗渠精神”，
聚集“四风”问题，搞好“四个对照”。

一是对照“红旗渠精神”，问一问自己是否坚持立党为公、
一心为民、红旗渠的建造是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光辉典范。以为党中央，一开局就制定了改进工作作
风的八项规定，这是促进领导干部带头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
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是对照“红旗渠精神”，问一问自己是否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红旗渠精神”体现了尊重客观实际、不说假话、不畏艰险、
齐心协力、团结实干、敢于负责的求真务实精神。正是靠着
这种精神，林州人民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把世世代代的期盼
变成了现实。

三是对照“红旗渠精神”，问一问自己是否坚持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

红旗渠的建设正是林县人民依靠艰苦奋斗，想了常人不敢想
的事，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努力。
创业时期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条件好了同样需要艰苦
奋斗精神。艰苦奋斗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我们并不是要把艰苦奋斗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对立起来，也
不是要把艰苦奋斗与贫穷落后等同起来，而是提倡积极向上，
坚持与时俱进。

四是对照“红旗渠精神”，问一问自己是否坚持无私奉献、
廉洁奉公?

修建红旗渠，总投资近7000万元。这样的投资不仅在当时是
笔大投资，就是放到今天，也算是不小的投资。如此大的投
资，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建设如此大的工程，参与的大小领



导干部又是如此之多，竟没有发生过一起请客送礼、挥霍浪
费的问题，没有一个干部挪用修渠资金，没有一个负责同志
盗用修渠物资，没有一个干部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学习弘扬
“红旗渠精神”，就是要像战斗在红旗渠建设工地的每位党
员干部一样无私奉献、廉洁奉公。

党中央决定以整风精神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
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
大举措。我们将弘扬“红旗渠精神”作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
“自选动作”，目的是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改进作风，
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起我们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
现中原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红旗渠精神演讲稿小学生篇五

秋高气爽，凉风习习，这时节到山里游玩是再好不过了。

今天，经过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期盼已久
的红旗渠风景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红飘带长廊天桥，站在
天桥上向下望去，美丽的风景一览无余。天桥上有一段玻璃
桥，不少游人从上面经过都十分害怕，吓得心惊胆战，而我
却勇敢地从上面走了过去，连妈妈都夸我勇敢呢!

经过长廊顺着台阶向上攀登，只见山路陡峭，一座座巍峨的
大山直入云霄，走在林荫小道上，阵阵凉风吹过来。我们一
家人有说有笑地向前走，来到了半山腰，美丽大峡谷展现在
我们面前，两座大山之间挤出了一条山路，这条路崎岖陡峭，
两边都护有铁链。不过，只要脚踏实地，步步小心走过去还
是很安全的。走过了陡峭的山路，前方的缆车又吸引了我的
好奇心。妈妈看透了我的心思，便带着激动的心情乘上了缆
车。坐在缆车上，我感觉到妈妈有一些紧张，她一直紧紧地



握着我的手。从缆车上向下望去，蜿蜒多姿的河水、郁郁葱
葱的树木、自由自在的鱼儿……美景令人啧啧赞叹。

缓缓行驶的缆车到达了终点，我们又登上了步云桥。在桥上，
我感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一伸手仿佛可以摸到蓝天。

走过了惊险的步云桥，便是红旗渠最著名的.一个景点青年洞
了。据说，当年因参加开凿这个隧洞的突击队是从全县民工
中抽调出来的300多名优秀青年，这个隧洞也因此命名“青年
洞”。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主要工程之一。

游览完这美丽的红旗渠，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
不禁高呼：“美丽的红旗渠，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