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 致敬时代楷模
演讲稿精彩(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篇一

新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时代楷模了，那么，时代楷模带给我
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时代楷模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
不迷茫。

那么，我最喜爱的时代楷模是位年近九旬的老爷爷——袁隆
平。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身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他，曾为这个
项目努力了14年，杂交水稻让他成名，这也是十几亿中国人
民食物的保障，1953年，袁隆平爷爷毕业，那时国家号
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便离开家乡，到了农村研
究水稻。

袁隆平爷爷在农村待了十八年，他先后做了三千多次实验，
他每天从早上起来啊一直研究水稻到每日深夜，从未喊过一
声累，从未叫过一声苦，经过他坚持、刻苦研究，在几千次
实验后杂交水稻试种成功，在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爷爷被
“鹤立鸡群”的水稻给吸引了，这些水稻与普通的水稻有许
多不同，这些水稻不容易倒，果实也丰满，他当时就在烈日
炎炎的天气下，坐在地头上数了数，仔细数有230多粒，这些
水稻给了袁隆平爷爷新的灵感和新的兴趣，他便每天不分日
夜的来地里观察，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隆平爷爷的水稻平亩
户从300公斤左右先后提高到5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
如今最高纪录是1200公斤。杂交水稻的成功使年近九旬的他
有一个新目标——“海水稻”，海水稻也就是指在盐碱地上



种植水稻，大家知道盐碱地是种不出植物的，但如果这个研
究成功，便可给中国增加一亿亩土地。

袁隆平爷爷的经历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
能见彩虹？他那坚持不懈不精神正是我们中学生最具有的精
神；他哪啊爱国情怀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他那
为梦想而奋斗、努力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品质，需要我们祖国
的花朵去弘扬。他被大家成为“神农氏”，他成为了最受人
们普遍敬重和感恩的科学家之一。袁隆平爷爷的经历给了我
启示，我将穿上跑鞋，也穿上了坚持学习，不放弃的决心。

时代楷模，照耀了中国人的优良品质，照耀了中国的未来，
照耀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时代楷模——我的榜样。

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篇二

——向时代楷模致敬

刘天玺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眼底山河胸中事业”。

回首一年以来，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
护中奔波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
他援藏16年，为这片热土留下他朴实的足迹，即使身患疾病，
也从来没有停下它的脚步。没错，他就是感动中国2018年度
人物——钟扬先生。

远处连绵山脉，是温柔的曲线，穿越过浩荡的长江黄河，蜿
蜒成圈，盘桓成点，北国风光，江南小镇，连成了我们心爱
的祖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就如钟扬先生那永不停息的脚



步，这份爱连绵不绝。

在广袤的大地上，回顾历史，古有岳飞背后刺字，精忠报国，
热血浸染了千年的大树；苏武不畏艰难，与匈奴斗争了几十
年，不受外界的干扰，最终回到了心爱的祖国。

如今，有“两弹一星”邓稼先隐姓埋名几十年，在苏联的打
压下，仍不放弃，高强度的研究工作斑白了他的鬓角，皱纹
爬上了他的眼角，疾病抓住了他的身法，可时光却没有辜负
了他的等待。天空中巨大的蘑菇云是对他几十年兢兢业业的
肯定，“两弹之勋”的光荣称号是对他微不足道的赞许，国
家的繁荣昌盛是对他最大的赠礼。

现在，钟扬先生的一举一措不正如前面几位一样，值得我们
学习吗？

拾起片片落叶，铸造九层之台。奋斗是青春的特权。荀子曾
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在人的一生之中，有无数个事物是一点一
滴积累而成的。天由时积累而成，时又由风积累而成，分由
秒积累而成……而我们也当从一点一滴做起，学习、生活、
做人……只有我们不断坚持做，如钟扬一样，坚持用平凡的
脚步丈量爱国的广度，才能书写美好的华章。

祖国声声入我心，春华秋实报大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生，
那么请你妙手回春、悬壶济事，便是爱国；如果你是一名学
者，那么潜心学习、无问声名便是爱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
老师，那么“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便是爱国……
那么，若你是一名中国人，无言奉献就是爱国。

毛泽东曾在橘子洲头写下这样的豪言：“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同学们，那就让我们一起前行吧！秉承钟扬先生的精
神，在这神奇而又广大的土地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吧！新时
代的中国，有你、有我、有大家。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篇三

大家好。

人不是生来就可以成为超级英雄，做与不做也不是一念之间
就可以实现。他们与我们一样，怀胎十月后破壳而出，在一
片稻田的养育下茁壮成长。但他们又与我们不同，他们珍惜
着每一分每一秒；他们的心中不断默念着自己的梦想，他们
甚至为此伤痕累累，这便是我们的不同。

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从小到大，他便爱透了钟表，是啊，时
光一分一秒的流逝着，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触及下一秒的同时
又送走了上一秒，这是多么奇妙。于是，他仿佛吃定了前前
后后，专心投入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一天天过去了——最
后，他也不负众望的获得了成功，这时的他，虽依旧笑着与
时间赛跑，却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发鬓早已斑白，自己的双
腿也有些吃力了。他是谁？他并不是谁，他可以代表他们中
的任何一个，不论是谁。

你了解他们？当他们心底的星星绽放光芒时，你还能不了解
他们吗？从小到大，他由于家境贫寒，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不
得不放下手中的课本，扛着锄头去打拼生活，但他依旧乐观
开朗，积极向上，有时甚至在半夜还依稀可见那忽明忽暗的
煤油灯火，就这样日复一日——最后，当那一纸证书递到他
手中时，他腼腆的挠挠头，说着自己的不足。在某个不经意
的瞬间，他紧紧的抓住了时光的尾巴，紧跟上那急促的步伐，
而迈向了人生的顶峰。他是谁？大概他是他们中最普通的那
一个吧。

现在，他，他，还有他，都成为了时光最后的赢家，可他们
都没有在人生之巅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去追寻着时光的脚
步，纵使岁月缥缈，他们也努力地踮起脚尖，去抓住刚刚溜



走的光阴；纵使时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也斑白了他们的
发梢，他们也不断地朝着自己的目标，朝着我们未来的美好
生活而奋斗。他们是谁？他们想必就是最可爱的人吧。

星星照映着时光，时光敲击着星星。他待时光如珍宝，只愿
时光待他应如是。

演讲的最后，我仅代表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向那些已故，亦
或还在这个世上努力追求的时代楷模们，致敬！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篇四

百年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解放的道路，
是中国共产党使古老的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道路。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太阳终于出来了，我急急忙忙地穿
好鞋子，跑了出去。到了外头，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
音：“这儿的空气可真新鲜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到
呢？”而这句话里带着更多的是欢欣和享受。我微微一笑，
用力地猛吸了一口气。突然间，我身旁的广告牌毫无征兆地
向我这边砸来，我“啊！”地惊叫一声，语气里满是不知所
措和惊恐，本能使我连忙抱住脑袋。

在建党百年的历程里，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的国家能走到了
如今的这种地步，绝对少不了全体党员的无私奉献与辛勤付
出。或许，他们像老爷爷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自己的
光和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的国家和平发展，
繁荣富强，蓬荜生辉！

我们作为意气风发的新一代，必须铭记先辈的事迹，传承先
辈的光荣传统，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要使命，以忠诚之心跟
党走，以奉献之心报国恩！



致敬时代楷模袁隆平篇五

张希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每一
个时代的努力奋斗，离不开每个时代背后的楷模，是他们用
自己的努力，引领时代的光芒。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钟扬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楷模。他援
藏16年，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并率领团队在
青藏高原为国家种子库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他甘于奉
献，坚守“平凡”，用自己的力量引领时代的光芒。他们是
中国前进中的动力源，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甘于奉献是他们演奏的华章。钟扬及他的团队在偏远藏区工
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拓荒”，填补了国家在这
一方面的空白，一种“为大我舍小我”的精神悄然在这些时
代楷模中开花。不论严寒还是酷暑，亦或是别人团聚的日子，
他们都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岗位上，完成他们的职责。如他们
一样，还有许多在荒漠中种植树木、打造绿洲的人，他们用
一辈子的时间来耕耘，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努力。

坚守“平凡”是他们无悔的选择与青春。在科技迅猛发展的
创造新时代，钟扬一行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演绎了“平凡”
中的伟大，他们不忘初心，始终奋战在生物研究的前线。开
垦边疆，发展西部，他们用一一步的脚印连接起祖国的边疆，
他们所留下的一串串足迹，连接起了时代的精神，从成为时
代的光芒。

夜幕降临，街市依旧热闹，马路仍然有外卖小哥飞驰而过的
身影，办公楼里依旧灯火通明，环卫工人还辛勤的为美化城
市作出努力……如钟扬一样，他们都可称之为平凡中的伟大，



他们是时代的微光，为时代前行而做出贡献。

时代楷模，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时代精神，更是我们应
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为准则，是值得我们不断践行与
传承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不畏艰难，甘于奉献；
坚守“平凡”，不忘初心，在时代的潮流中散发自己的光芒。

一点点光芒汇聚就是灯火通明，一条条河流汇聚就是星辰大
海，向时代楷模们致敬，我们也要为传承这样的时代精神而
努力！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