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家风演讲稿篇一

唐代诗人罗隐在《夏州胡常侍》一诗中言道：“国计已推肝
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意思是说，为官者当献身国事，
不要去为子孙谋家财。

焦裕禄堪称当代为官者的典范。当他身居县委书记之职时，
大女儿焦守凤中学毕业，想进一个好单位，希望父亲利用职
权找找门路，焦裕禄断然拒绝并教育她说：“你跟群众比一
比，看是不是大家都能随便到一个好单位?你不能因为是县委
书记的女儿就高人一等，你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后
来，焦守凤通过招工去了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在那里卖咸
菜、酱油。焦裕禄对家庭子女的教育，展现出艰苦奋斗、不
谋私利的家风，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日常生活中积淀形成的风
范。“明礼诚信”“互谦互爱”“自立自强”，等等，这些
中华民族传承千百年的家训，都是良好家风的体现。

众所周知，一个家庭倘若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家庭成员往
往很难形成遵守公序良俗的自觉，很可能在生活工作中行为
越矩、招惹祸端。对党员、干部来说，家风连着作风，家风
体现官风。好的家风，能培育出好的作风。因此，党员、干
部不可简单地将家风视为私事、小事，而是事关个人前途、



家庭幸福的大事。

在老百姓看来，领导干部手握公权力，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
活中，都可能用公权力来为自己或家人谋取方便或利益。一
旦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正，其配偶子女就可能在私欲膨胀之下
利用领导干部手中的公权力行违纪违法之事，这将导致家风
愈加败坏、腐败行为变本加厉。现实中，受不良家风的影响，
“家庭群腐”的现象时有发生，查一个带出一片、端一个牵
出一窝，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要从子女抓起，用良好的
家风来教育下一代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身为领导干部，既
是人民的公仆，也是家庭的主心骨，工作和生活中都应处处
当表率。要给自己立规矩，给配偶子女立规矩，带头遵守并
督促家人不逾规、不越矩，让好家风成为硬约束。

以好家风培育好作风，领导干部还要自觉摆正党性与亲情、
家风与党风的关系，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正好
家风、管好家人、处好家事。当亲情与党纪国法发生矛盾时，
领导干部要把成全公义放在第一位，不被私情、私利、私欲
所左右。若做不到这一点，整个家庭都可能陷入贪腐的泥潭
中不能自拔，最后毁掉家庭的幸福。

好家风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养成的，它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认
同和践行。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即要求家
人做到的事情，自己要先做到;家里立下的规矩，任何时候都
要遵守，绝不开口子、搞“下不为例”那一套;违背家规、败
坏家风的事情，即使再小、再不起眼也不能干，防微杜渐，
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养成自觉遵守家规、维护家风的良好习
惯。要把好家风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这样才能激发“家
和万事兴”的活力，增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动力。



家风演讲稿篇二

从我爷爷那辈起，我家就有口传的“三要三不要”家规了：
要忠厚，不撒谎;要勤快，不懒惰;要节约，不浪费。

我父亲解放初期入党，在村里当了大半辈子干部。大门以外，
他是全村致富的带头人;大门以里，他是我家家规的继承者和
示范者。

无规矩不成方圆，家规的重要性非同小可。除了“三要三不
要”，我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尊卑地位，老幼有别。
爷爷经常说：“拾根草棒有长短”。一家之口，要有尊卑有
序的礼数，下辈孝敬上辈，长辈关爱晚辈。勤俭持家，内外
有别。那些年，日子过得紧巴，一家人省吃俭用，一件衣服
补了再补，一碗饭吃完了添了再添，一粒米掉在桌子上都要
捡起来。对外则要热情大方，以最好的饭菜招待客人。我父
亲经常说：“再穷不能穷了来客，再富不能忘了节约”。

身为党员干部的父亲，教育我们要走正道，不做歪歪事;要爱
人民爱集体，不能只为自己着想。

有一次，村里一个烈属遗孀生病了，我父亲就将家中仅有
的10斤面粉送给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90岁高龄的爷爷因
病住院，父亲带头陪床，爷爷吃喝，父亲一口一口地喂;爷爷
大小便，背着去卫生间。后来，父亲公务在身，母亲接替他
照顾爷爷。医护人员和病友都以为母亲是爷爷的亲生女儿，
对她赞叹不已。

这些都是我家的家规，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教我们如何待
人接物，做人做事。

家风演讲稿篇三

规以正圆，矩以正方，有了方圆，便有了规矩。说起家里的



规矩，总能忆起很多来，看似严肃的话题，竟也别开生面地
有趣。

父母为人传统，作为上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虽未熟知
儒家礼仪，却也有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别的不说，就是见了
长辈客人，必然是要恭敬问候的，若是仰头满脸傲慢或是低
头佯装无知，被父亲遇见或得知，少不得挨一顿说。即便是
有些人曾跟父亲发生过冲突，彼此并不往来，父亲也常要求
我们见了应该打招呼，他说上一辈人之间的矛盾，跟孩子并
无关系，见面尊称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平日里吃饭，也有很多规矩，首先吃饭时候要招呼大人，等
全家人都齐了，才能动筷吃饭。当时大伯父吃住跟我们在一
起，一般有什么好吃的食物都要先让着他。

说到吃的，便不得不说家里的节俭，尤其是父亲，最看不惯
我们浪费粮食。每次吃完饭，饭碗内必须干干净净，不仅不
允许剩饭，只要上面还沾着米粒，必然被父亲叫回，全部划
拉进嘴里方能离开。吃饭时要仔细，不能掉落太多饭渣。父
亲说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过日子，一看就是没被饿过，饿急
眼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

还有做人的规矩，说话要有准，做事要有谱，定好的事轻易
不要改变。时常有人通过父亲帮着借钱周转，父亲少不得当
保证人，一来二去，不免发生借款人到期违约的事情，没有
办法，很多时候，不是借款人不讲信用，就是出借人不讲道
理，结果先用家里的钱帮着还上。最惨的一次，借款人携款
消失，最后只能垫付，成了一笔死账，虽然出借人并未追究，
可父亲说，做人要讲信用，毕竟钱是我去拿的，就有责任帮
着归还。父亲教给我们要以诚待人，虽然有时吃亏，但对得
起良心。

父亲常常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远离歪门邪道，当年爷爷便
嗜赌如命，输掉了大半个家业，还常常同奶奶打架。父亲对



此深恶痛绝，不允许我们沾赌。只要是有赌博的地方，无论
额度大小，他都远离，也禁止我们往那样的场合凑。

这些规矩，印在心里，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浸润了我们生
活的点点滴滴，成为我们行走在世间的标尺和准则。当要破
坏时，谆谆教导便在耳畔响起，陡然万丈鸿沟，再难逾越。

家风演讲稿篇四

我的父母很平凡,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曾务农。他们没有渊博
的学识、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殷实的财富,但是他们有一颗热情、
真诚、善良如金子般的心。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们:做人
无愧于良心,要懂得感恩;做好事不一定是要做惊天动地的大
事,从一点一滴的小善做起;孝顺父母天降福;不能贪财……给
予子女一生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母亲结婚两个月后,奶奶从老家来看儿媳。父亲外出工作不在,
囊中羞涩的母亲偷偷从姥姥那儿借了几元钱,把奶奶领到饭馆,
给奶奶要了一份饺子,她声称自己吃过了,让奶奶吃。姐姐和
我的心里从小就烙下了孝爱双亲的印记,成家后对待公婆如同
自己父母的父母,我的婆婆身患绝症入院后一直都是我和爱人
侍奉左右。

儿时我和姐姐在大院门外的沙堆边捡到两盒香烟。结果还没
到院里,就听到东厢房二顺妈站在院里大骂:“修房子买的好
烟让孩子拿去玩丢了,也不是哪个挨千刀的拾了去不还,今儿
不拿出来没完……”母亲拉过我们问明情况,赶快让我们把那
两盒烟还给了二顺妈。母亲意味深长对我们说:“记住人一辈
子都不能贪财,拾到东西要在原地等着失主来取回,否则你一
生也背负着见利忘义的骂名,甚至招来祸患。”如今姐姐已是
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她通过耐心的教育使一些说谎、顶撞父母、
厌学等不良习惯的孩子“改过”。家长带来财物感谢,都被姐
姐婉拒,她说:“我只是做了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姐姐和我
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守本分做人,追求踏实快乐的生活。



大院里“吹管子”家来了逃荒的大姐,他老婆硬是不肯给大姐
一口饭吃,她在院里不停地哭泣。母亲做好饭后,先盛好饭菜
给她送去,好几天都如此。后来,她走后我和姐姐把那个碗放
到院里,不愿碰它。母亲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们:“谁都有走
窄的时候,可我们的心不能窄了!”让我们知道了行善不能选
择挑剔,要做到尽心尽力、表里如一。

母亲有一个好友丈夫早逝,她要养活老母和幼小的孩子,生活
十分艰苦。母亲经常帮助他们。父亲知道后对母亲说:“帮人
是好事。以后逢年过节,咱家吃肉馅包饺子,你先给她们送过
去一半肉馅。”善是可以传递的,4岁那年,我看到看井水的老
婆婆总吃棒子面,就央求父亲把仅有的一点淘换来的唐山大米
送给她,父亲欣然同意,逢人便表扬我:“我家二闺女,心善又
懂事。”

一次,父亲上班途中偶遇邻村一个高中生突发“急性阑尾
炎”,父亲赶快拦下拖拉机送他到厂医院立刻手术,保住了那
孩子一条命。父母总是善以待人,教导告诉我们做好事不应求
回报,默默地行善事才是真善。姐姐20多年来默默帮助了很多
学生。非典那年,她班上一学生家长工作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姐姐知道后,就把学生接到家中,照顾他上学吃饭20多天。姐
姐说:“老师的工作是一份良心饭,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我就
要对他们负责。”

爱的天空博大而宽广,慈祥而温馨,她福泽下代更恩施天下。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好的家风,成就好的民
风。

家风演讲稿篇五

爹的节省，在这儿是出了名的。大家谈到爹，总会说：“你
爹啊，准备活到两百岁。”这让我听了，感觉很不好意思。
因此，回家后我就告诉爹：“别那么节省了，别人都笑话呢。
”



爹不满地说：“笑话能笑话死人啊?”我劝他说，现在不是过
去了，有吃有喝的，别再苦了自己。可是，爹听了一言不发，
转身走了。过后，仍然像以前一样，一块钱都要算着花;一粒
米落在地上，也要捡起来，送进自己的嘴里。一次，在饭桌
上，小侄儿剩下了一点饭不吃了，让我吃我坚决不吃。我说：
“倒了算了。”爹听了瞪我一眼，把剩饭倒进自己碗里，吃
完问我：“我让毒死了没有?”我笑着答不上话来。

在大学，我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假期里要来我家玩，我答
应了，猛地想起爹的节省，心里有点慌了。女朋友是大城市
人，在家里是独生女，如果去了我家，看见爹那样节省，会
笑话我的。我忙打电话告诉娘，一定要告诉爹，千万要注意
这点，别让女朋友笑话。不一会儿，娘在电话里告诉我，自
己劝了，谁知爹说：“节省怎么啦?节省犯法啊?”娘气坏了，
在电话里说：“这家伙我可管不了了。”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爹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听了，松了一
口气。可是，上午吃饭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下不来台。
女朋友吃饭，老爱剩饭。她吃了一半，朝我望望，说吃不完
了。我吩咐：“倒进水池中。”爹一听忙伸过自己的碗，让
把剩饭倒进他的碗中。女朋友不好意思地望望我，满眼求助。

我忙一笑说：“爹，那咋行?”

娘给爹眨眨眼，提醒地喊道：“他爹!”

爹想起自己的承诺，点点头不说话了。

娘也不说话，显然有些不满。

爹长叹一声，小学生一样检讨说：“我说改的，可一见粮食
怎么就忘记了承诺?”过了一会儿，见我们不说话，他又自言
自语道，“我啊，有一次险些去讨饭了，只差一步。”



这事我可没听过，顿时瞪大了眼。

女朋友也亮了眼，看来也很感兴趣。

娘也望着爹，看来，爹也没告诉过她。

爹兄妹六个，加上父母，当时是八口人。爹说，那时自己六
七岁时，家里实在没粮了，爷爷出去借粮，我的奶奶就带着
六个孩子在家等着。爷爷出门，一天一夜没回来。到了晚上，
等不回来爷爷，奶奶就在柜中扫啊扫啊，扫了半碗米，带一
些米糠。奶奶将这些米下了锅，倒一锅水煮着。兄妹几个馋
得围着灶台转。小姑，当时只有两岁，用手蘸了锅边的米汤，
放在嘴里吮咂着。奶奶劝：“等等，你爹回来了一块儿
吃。”

那一晚，爷爷一直没有回来。爷爷说，他没弄到粮食，晚上
回来后趴在后檐窗子上，看见爹的小妹用手指沾着米汤一下
一下地咂，爷爷就哭了，他一颗米没沾牙，又向更远的地方
走去。第二天上午，他弄了50斤玉米，冰天雪地里跑了回来。
他回来时，奶奶带着一群儿女，准备向外走，准备去讨饭。

我听了，默默地不说话。

女朋友听了，也沉默着不说话。

娘红了眼圈说：“过去了，还说这些干嘛啊?”

爹长叹一声说：“一日无粮，心中发慌啊。”爹说，那次的
事从此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几十年了，可以贱看任何东西，
可他从不敢贱看粮食。爹在粮食面前，小心翼翼了半辈子。

听了爹的话，我和女朋友心中沉甸甸的。爹用自己的故事，
给我们上了一堂家风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