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演讲稿提纲(通用5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
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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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稿提纲篇一

一、高度重视，组织全体党员民警深入学习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抓好党员民警的廉洁自律。

二、进一步深化“治庸问责优投”、“创先争优”工作，深
入整改，严肃问责，建章立制管长远。

三、加大《基层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规范》贯彻落实力度，
加强“五必访”、“六必知”、“七必谈”等经常性思想政
治工作，有计划上门家访，切实掌握民警“八小时”以外情
况。

四、结合当前繁重的刑侦反扒、应急保卫、安全检查、清网
行动等相关业务工作，狠抓民警的养成教育，确保队伍稳定
不出问题（辛亥革命保卫、“百日会战”、消防安全检查、
十一国庆黄金周保卫、汉街保卫、张学友演唱会保卫、国际
车展保卫、武汉国际啤酒节保卫、台湾名品博览会保卫、食
博会保卫、黄陂木兰山庙会保卫等）。

五、加强基层班子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
预备党员民警转正及新党员发展工作。

六、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治庸问责优
投”、“涉案财物管理”、“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审
计整改年”等“四项活动”。



七、本季度民警思想状况分析：

据统计，截止xx年10月1日，大队按照进程提前完成分局交办
的各项业务工作指标。总的来说，民警队伍整体思想状况还
比较平稳，通过开展创先争优、主题教育以及“治庸问责优
投”等系列活动，全体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及执法为民、热情
服务的意识持续高涨。

目前的不足之处：1、从年初至今，绝大多数民警工作上始终
处于紧绷状态，岁末将至，少数民警自然在思想上有所懈怠，
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2、少数民警仍未能完全适应机动大队
的工作环境，进入角色还比较慢，在刑侦反扒及执法办案方
面仍然需要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做好传、帮、带；3、大队内
务卫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脏、乱、差现象，部分民警还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5、根据目前工作需要，大队缺少一名政
工内勤，政治调研及综合工作无法正常有序推进。

演讲稿提纲篇二

太阳，缓缓地落入山下，渲染出一抹红晕，时间在一点一点
地流逝，刚才还光亮的天空刹那间暗了下来。夜，在这一刻
登上了天空。我，也在这一刻忍不住遐想。

如果说白天是明亮的'，那么夜晚就是神秘的，迷人的。夜空
更是夜晚最大的亮点，它闪烁着几万只，不，是几十万亮点，
它闪烁着几万字，不，是几十万只数也数不清的“小眼睛”。

星星的散落在夜空，组成了不同形状的星座，演绎着让人称
赞不已的神话。你瞧，那边是织布机状的“织女座”，在织
女座的中心是家喻户晓的织女星。对了，牛郎星在何处？哦，
在那里，他正挑着箩筐，箩筐中坐着他们的孩子。这对恩爱
的夫妻却被星空的腰带阻隔了他们的相聚与团圆。人们在惊
艳于银河之美的同时，也不禁为他们的爱情经历感到惋惜，
在心里为他们期盼七月初七的到来。



看，那是白羊；瞧，那是北斗七星…无数的星星正在为我们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话故事，此时的夜空已不单单是星星
的殿堂了，更是一本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书。看着夜空，我
仿佛置身于其中不仅为它们而感慨，更因成为它们其中一员
而香甜入梦。

天更暗了，大街上，小道旁，亮起了一盏盏明亮的灯火，与
天空中的月亮，星星一起装点世界。有的角落灯花明亮，有
的角落霓虹闪烁，巧妙地整合在一起。千家万户的灯一盏盏
地亮了，又一个个地灭了，难道灯光也有灵性，要与月色共
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油彩画？明明看不清的山却在此时若隐
若现。

夜深了，只有天上的星月不辞辛劳地闪烁着，月光愈来愈浓，
大地的睡衣也愈来愈厚，整个大地一片安详，宁静。

夜色撩人，若不是我在此时未入眠，恐怕也欣赏不到如此美
景。

演讲稿提纲篇三

1.先拟标题;

2.写出总论点;

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写作要求

论文提纲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写出能表示
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信息或词汇，可以从论文
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
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
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



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
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
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

注意事项

演讲稿提纲篇四

审计学相关的论文提纲的书写有时是一篇论文的点睛之笔，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审计论文提纲，欢迎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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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提纲篇五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
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
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
彻底性而写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件之
一，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它被恩格斯称
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
起源，可见其内容的深刻价值。

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关于费尔巴哈的
题纲》的主线。

马克思在该提纲中首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
主观方面去理解，一语中的。马克思用敏锐的眼光和锋利的
刀笔直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为更深一步的解析
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实践在检验认识真理
性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对宗教世界
的世俗基础的改造作用。提纲鲜明的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
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
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他的
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
命化，‘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



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等十分具有针对的
观点。马克思从每个点入手展现自己的观点。道理虽大，但
却讲得丝丝入扣，极为平实。

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终究是高深的，如果没有一定的
社会经历是很难理解、很难融会贯通的。该提纲没用华丽的
词藻，没有刻意的雕琢，没用冗长的篇幅，而是简明扼要、
思想深刻。所以作为学生的我的认识是肤浅的，不能详尽理
解其中的真谛。如果几年后再重读，肯定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受益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