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 致敬袁隆平
的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
质的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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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袁隆平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
交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
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
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
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
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
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
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
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喜看
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
已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还是春寒料峭，这里袁隆平已经把
记者送至路口，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
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
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
凉”。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
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
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
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
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
作为一项战略计划，90年代以来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
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
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还派出了许多专家担任顾
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
国家培训技术专家。

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38期国
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名科技
人员。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
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
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谢谢大家！

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篇二

各位同学：

常言，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自人类
诞生起就从未停止过对粮食的渴望。又有俗话说，人是铁饭
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足以体现粮食于人们而言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有不败之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
民的温饱问题。

上世纪，灾祸来临，饥荒严重，人们的生活遭遇严峻考验。
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忧虑，对生存下去的迫切期盼，有一
位博学多才的人，踏上了培育水稻新品种的漫漫研究长路。
他，就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黑且瘦，颧骨突出。青丝间染上了白雪的颜色。手掌宽大粗
糙。衣着朴素。话并不多。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
形象却朴实得像个平凡的农民。他亦笑称自己，“再怎么打
扮都是个农民”。

不同于别的院士坐在室内、享受国家的津贴，袁隆平是实实
在在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在田里劳苦了一辈子。

袁隆平是坚韧而执着的。在探索杂交水稻的这条路上，他遭
遇过太多太多的困难，遇到过太多太多次的失败，可他始终
没有放弃。他拥有博爱，宽厚的胸怀，怜悯苍生，以己身赴
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研究尚未成功时，袁隆平为了寻找一株
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在田间，头顶毒阳，脚踏烂泥，一
穗一穗的仔细寻找。

他用粗糙的大手抚过稻穗，向深沉的黑土地倾诉梦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种
植杂交水稻。种植杂交水稻后，产量大增，获得了全国无数
农民大力称赞。之后，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世
界各国纷纷引进种植。杂交水稻，养活了中国，养活了世界。

袁隆平成功了。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袁
老说过，他信奉这样一条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首先，知识——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其次，汗水——
几十年如一日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其三，灵感——依据对遗
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论证出“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
然杂交稻”；其四，机遇——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
性状奇特的植株。这几点，他都具备了，所以他成功了。

而这四点其中，最可贵的莫过于“汗水”，试问有谁能坚持
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田里？若是几个月，或许有人能坚持，
若是几十年，都怯了。袁隆平做到了，所以成为“杂交水稻
之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袁隆平。



袁隆平是专注而敬业的。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多久，
袁隆平便起身告退，“水稻长了，要到田里去了。”是这般
的朴质的话语，满溢出对名利的淡泊与对本业的钻而不倦，
如何不教人感动！如今的人们，已经被社会上的浮华迷失了
眼睛，灵魂覆满尘埃，空洞而贫乏。袁隆平获得成功的道理
与我们能否获得成功，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企望获得成功，
却总是不愿付出，与成功屡屡擦身而过，终不可得。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说他拯救
了世界也并不为过。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这是他泽被苍生的胸怀。

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的发明，很难想象我们依靠什么存活至今。
我们每个人，都应怀着最诚挚的谢意与最真挚的感动，向袁
老致敬！

谢谢大家！

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篇三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袁隆平，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位世界“水稻之父”
创造的奇迹倍受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也造福了全世界。

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1日。上世纪60年代初，他目睹了农民
们粮食短缺的现状，于是决心改良水稻品种，探索科技兴农
之路。在他的科研团队一次次努力下，终于发明出了水稻新
品种——杂交水稻。



袁隆平的精神是令我们敬佩和感动的。在当时，这种设想是
需要勇气的。因为要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
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但袁隆平不怕困难，决心改良
品种。

并且袁隆平不迷信权威，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经典理论，
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实验没有任何意义。
袁隆平却要亲自试验，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开拓出一条新
的科技之路。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但科技创新精神和报效祖国
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和
饥饿和灾荒作斗争，解决农民们的温饱问题。袁隆平以他持
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意志和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发明
了新一代水稻品种——杂交水稻！

袁隆平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在日常的学习生活
中，我们也要有这种态度。比如遇到难题时，我们要坚持不
懈地钻研，练钢琴时，要知难而进……我认为，不论做什么
事情，只要认定要做了，就要奔着目标前进，永不后退。而
且我们也要有袁隆平先生报效祖国的精神，要从小好好学习，
长大后立志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们还期待着袁隆平先生的“稻下乘凉梦”成为现实，真正
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第二次绿色革命！

谢谢大家！

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在20世纪90
年代提出的尖锐命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人。



”袁隆平用惊人的科学成就响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决时，他似“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
了精辟的回答。

面对未来，袁隆平仍满怀梦想，他希望杂交水稻由目前占世
界水稻面积10%提高到20%，实现总增产3000万吨，真正造福
全人类。袁隆平用科学知识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圆了华夏
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实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神话。

我由衷地敬佩他——一个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袁隆平。

谢谢大家！

致敬袁隆平先生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天下富足，禾下乘凉》

噩耗传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
长沙逝世，享年91岁。

5月22日13时0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吴孟超同志是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国际肝
胆外科的著名专家，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

在这痛心疾首的消息之后，让我不经想起了袁老生前说过的：
我有两个愿望，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袁老一生致力于国家粮食发展，鞠躬尽瘁。

他说，敬天惜粮、勤俭节约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些年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已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小麦多年供求平衡有余，稻谷供大于求，口粮绝对安全有保
障。2021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
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但是，丰收不是浪费的
理由，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他说我是研究杂交水稻的，目的就是增产粮食，保障粮食安
全。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从播种到收获，每一粒粮食可
以说吸天地日月之精华，附农民辛勤之汗水。科研人员想方
设法钻研怎样提高水稻产量，哪怕提高5%-10%都十分不易！
粮食增产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当看到提高产量的粮食却被白
白地浪费掉了，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看看工厂食堂、酒店
宾馆、学校饭堂，白花花的米饭倒在泔水桶里，太刺眼了！
现在，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率超过10%，大型聚会的浪费更是
接近40%。虽然他们是用钱买的，但是没有粮食的时候，有钱
又怎么样呢?过去说：两个金元宝挑不到一个窝窝头；20世
纪60年代，有人拿着当时市面上面值最大的10元钱想要买一
斤粮票，但是买不到。有钱也不能填饱肚子啊！

提倡节约不是强制做什么，也不是要求少吃饭，更不等于缺
粮，而是提醒人们铭记丰年不忘饥苦，富岁当思节约之诫，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饥饿会有深刻的印象，他曾亲眼
看到有人因为饥饿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那种感觉真
是锥心般的刺痛。在那个困难年代，粮食非常珍贵。因为经
历过饥饿的痛苦，所以爷爷们这一代人对于粮食格外珍爱。

古有宋应星贵五谷而贱金玉，写就《天工开物》；今有袁隆
平心怀禾下乘凉梦，致力杂交水稻的研究。伟人，之所以伟
大，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却比普通人更懂得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