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梅州红色故事字 红色故事演讲
稿(优秀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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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二

漫漫征程，红军跨越11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红军
的热血?长征路上的第一战——血战湘江。红军战士突破敌人
四道封锁线，拼死渡江，牢牢锁住渡口，誓死保卫中央，红
军战士死伤过半，8.6万人仅存3万人。生死攸关，痛定思痛，
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从此，红军心存信念，充满了期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了
红军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的制胜法宝。四渡赤水演绎
了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
从此长征路上捷报频频：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红军出奇制胜，冲破了蒋
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终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欢腾。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
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激动不已，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
起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小时候，看长征的连环画，看后我曾天真地问爸爸：“红军
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爸爸
摸摸我的头，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声：“傻孩子!”对于幼小
的我来说，长征是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的
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齐又争论起这个话题，
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必须在雪山和草地开
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军爷爷。”当
时连教师都忍不住笑了。于是教师给我们讲了许多长征路上
发生的感人故事。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
长征，只剩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日的，已不足300人。但
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
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教师讲过在长征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
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上



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
外加一段牛皮带。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我要来的生芋头
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样，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
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
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
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
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
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
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终一次党费。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玩乐，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动画
片，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零食，喝着饮料的时候……想
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
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日所面
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
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
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小主人工流产，我们
应当有自我的远大梦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
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
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日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
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我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
追寻金色的梦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三

演讲稿是为了在会议或重要活动上表达自己意见、看法或汇
报思想工作情况而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在现在社会，演讲稿



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你知道演讲稿怎样才
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红色故事演讲稿，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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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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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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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命。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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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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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五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发扬红色精神，立报国之志》。

从5月北京城内爆发出那觉醒的呐喊到1949年10月北京城内响
彻云霄的《义勇军进行曲，从1921年七月嘉兴红船上传出的
拯救中国的声音到20xx年党的xx大发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号召，从马列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延续——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到指引我们在新世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科学发展



观的诞生。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用红色精神让红
色鲜艳的幸福之花开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五月，神圣的五月，多少年前的这个时候，先烈们用他那火
热的身躯解放了全中国。青春不会再回，年轮不会再回，历
史不会再回，但它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丰功碑上，闪着不朽
的光辉。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为了革命的胜利英勇牺牲在
红军翻阅雪山的途中，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如同敌人般残酷
的考验着战士们的意志，寒冷侵袭着每一个人。一位军需处
长为了确保行军正常进行，为了长征的胜利，尽量为每一位
战士配备棉衣，而自己却身着破旧单薄的军装被寒冷夺取了
生命，他倚靠在光秃的树干上，好像一座雕塑，这座雕塑就
是红军长征中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这座丰碑就是红色精神
的丰碑，就是爱国精神的丰碑;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上，铁人王进喜凭借“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的爱国热情投
身建设，在大庆一座座像解放军战士一样耸立的石油钻井，
就是“铁人精神”丰碑，就是爱国精神的丰碑。

仰望这座伟大丰碑我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有的
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正是这种不去的
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如烟，恍如一部诗篇巨着，以悲壮、以凝重。忆往昔峥
嵘岁月稠，在这部宏伟诗篇中，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一面鲜艳
的红旗，指引我们奋发向前!

今天，坐在宽敞明亮教室的我们，沐浴着祖国的春风，成长
在幸福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我们，仰望着我们的五星红旗，
更应该深刻领悟和继承红色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牢固
树立爱国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刻苦学习，掌握丰富的科学知
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奉献



青春。

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在理想的天空中搏击，用科学
知识丰满羽翼、武装自己。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响应时代的号召，弘扬民族精神，挺起我们的民族脊梁，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六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四年级二班的王国宁，我演讲的题目是《歌唱二小放牛
郎》。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听着
这首优美而熟悉的歌曲，你必须会想起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
动人故事吧，但你明白他是哪里人吗?让我揭开这个谜吧!

王二小，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
村里人都叫他王二校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
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
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十分清楚《晋察冀日报》报社
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他牵着牛机智地
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
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
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
埋伏在山顶的报社武装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

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
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
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之后，王二小
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



英雄。

这天，我们唱起《歌唱二小放牛郎》，重温那段历史故事，
在缅怀抗日小英雄的同时，必须要不忘国耻，发奋图强，学
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振兴我中华，不让历史重演。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七

漫漫征程，红军跨越11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红军
的热血?长征路上的第一战——血战湘江。红军战士突破敌人
四道封锁线，拼死渡江，牢牢锁住渡口，誓死保卫中央，红
军战士死伤过半，8.6万人仅存3万人。生死攸关，痛定思痛，
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从此，红军心存信念，充满了期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了
红军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的制胜法宝。四渡赤水演绎
了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
从此长征路上捷报频频：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红军出奇制胜，冲破了蒋
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终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欢腾。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
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激动不已，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
起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小时候，看长征的连环画，看后我曾天真地问爸爸：“红军
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爸爸
摸摸我的头，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声：“傻孩子!”对于幼小
的我来说，长征是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的
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齐又争论起这个话题，
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必须在雪山和草地开
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军爷爷。”当



时连教师都忍不住笑了。于是教师给我们讲了许多长征路上
发生的感人故事。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
长征，只剩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日的，已不足300人。但
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
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教师讲过在长征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
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上
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
外加一段牛皮带。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我要来的生芋头
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样，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
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
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
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
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
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
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终一次党费。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玩乐，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动画
片，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零食，喝着饮料的时候……想
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
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日所面
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
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
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小主人工流产，我们
应当有自我的远大梦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
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
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日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
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我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
追寻金色的梦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梅州红色故事字篇八

连绵千里的喜玛拉雅，沉默无声，群山静静地注视着最高的
山峰——珠穆朗玛。在珠峰，那曾经千万年的孤独沉寂，那
曾经狂嘶的烈烈长风，变化莫测的险峰渊谷，令人望尘莫及
的仙山神湖，凄凉贫瘠的土地，久望而灼眼的皑皑冰雪……
安静的让人荒芜。那里的一切，至无言，去亦不闻!

一回首，一俯仰，历史将让我们永远铭记20__年的5月9日，
同样的西藏，同样的珠穆朗玛，一只红色的队伍正在前行。
珠峰已经泯灭了昔日的沉默，它因着这支队伍而蠢蠢欲动，
难道你也在为这群挑战者们颤动吗?他们被厚重的登山服遮住
了面颊，只露出一双双坚定的眼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带
着火炬，勇攀顶峰。9时17分，红色的祥云燃着奥林匹克圣火，
出现在世界的顶峰，8844。43米，从第一棒火炬手吉吉到最
后的次仁旺姆，人类终于实现了最伟大的攀登，中国终于完
成了最光荣的使命。珠峰上架起了红色巨塔，祥云，火种，
五星红旗，奥运会徽，倚在白雪与蓝天之间，一幅幅醉人心
魄的画，令人震撼无声。

这一刻，只有一个声音：中国之声;这一刻，只有一种表情：
热泪闪烁。无论峰顶峰下，近处远方，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
心燃起一个声响：我爱中国。为什么登山队员不畏艰险，登
上珠峰?因为他们爱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特派记者承受着疲
惫与高原反应仍然坚持采访?应为他们爱脚下这片土地。为什
么技术人员呕心沥血，倾尽所能，不辞劳苦?因为他们爱脚下
这片土地。为什么每个人面对这壮举都饱含泪水?因为我们爱
着土地爱的深沉。

火炬登珠峰的成功，建立在千千万万个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
的努力上。他们恰似一滴滴水，融入了祖国这片大海，方显



出波澜壮阔。校园中亦是如此，我们从属于一个校园，就是
校园中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分子。我们的校园是一个红色的校
园。清晨，走进校园，醒目的屏幕游动着特有的温馨的红色
字眼，使我们精神饱满的面对崭新的一天。办公楼大厅的红
褐色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要沉稳，严肃，用一种谨严
的态度面对各种任务。体育课上，我们踏入红色的跑道，尽
情挥洒汗水，激起无限生机活力。闲暇时间，漫步在校园，
廊边红色的蔷薇花伸出香气，调剂我们紧张的思维，染透我
们的心灵。展现朝气的红色校徽，带有责任感的红色学生卡，
在园中骈飞的红色“飞舞”，无不张显着十九中的无限活力，
校园的红火，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红色的五月，我
们的校园愈发美得难以言状。

爱国很大，爱校是本。我们也许没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的义举，但我们可以努力上进，为学校争得荣誉;我们
也许我没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气
概，但我们可以遵守校纪，树一份责任在心中;我们也许没
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济世情怀，但我们
可以帮助别人，和同学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进步。

校园是我们阳光下的梦工厂，阴雨天的避风塘，是我们摇曳
着希望与理想的一片净土。花开里有我们的崛起，鸟鸣中含
着我们的失落。这里的一草一木，看着我们成长，见证我们
长成。曾经，我在这里走过三个五月，每一次都看着五月盛
产的红色与爱弥漫了整个世界。去爱吧，爱我们的祖国，爱
我们的校园，让爱之歌奏响在这个红色的五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