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 家乡的变化演讲
稿(优秀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一

大家好!

晚饭过后，妈妈约我去外婆家不远处的小溪边散步。散步?那
河岸上总堆着花花绿绿的垃圾，散发着臭气的小溪边散步?每
次往那儿过，我就被蚊子叮个大包，痒好几天哪!不去不去。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妈妈走到小溪边。果然，原先的垃圾堆放
场已经灰飞烟灭了，河岸两边都被绿化带覆盖着，一棵棵大
树郁郁葱葱，一溪两岸绿意盎然。我的心情也随之愉悦了起
来。看，溪水涨了不少，蜻蜓在水面上低飞，妇女们在水边
洗衣，不时传来捣衣声和谈笑声。

天色已暗，沿着老街走回来。记得外婆说过，这条路是她的
妈妈出生时修好的。后来每次去外婆家，妈妈都告诫我不要
去在这条路上玩!因为这里可脏了，路面上有很脏的水!可是
今天，这还是那又脏又乱的老街吗?宁静中透着古朴，小屋里
透出的灯光影影绰绰，地面上干干净净，两面的店铺里人影
重重，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还有，破破烂烂的灰墙全被漆成了白墙了。嘿，这边还有文
化墙呢，一幅幅宣传图画吸引着我迈不动脚步。这里是孙悟
空正和妖怪大战三百回合，那里大黑脸张飞和大白脸曹操杀



得正欢，一面墙就是一个故事。

家乡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妈妈给我解惑了，这都是因为政府推进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功劳啊!回到外婆家，我发现
家里还有两个垃圾桶，上面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
哈哈，垃圾桶都进家进户了，难怪地面这么干净啊!

看来，不仅城里的环境变美了，老家也变美了。我希望家乡
明天更加美。不，是永远美!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二

朋友，你可了解我的家乡北杨吗？它以盛产红富士苹果而名
闻天下，那苹果以皮薄、味美、汁多、色亮，而远销全国大
中城市，甚至出口到东南亚。因此，被人们称为“天下苹果
富士村。”就是由于它，使人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立村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一座
座小洋楼拔地而起，一根根油黑发亮的电缆直通村子，这都
归功于富士苹果，给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走进农家，映入眼帘的是，漂亮、干净的院子，一股浓郁的
花香扑鼻而来，屋内摆放着大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
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如今的农家人敢与城里的人相媲美。

我是一个农家的孩子，深知农家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回想
过去，高低不平，又乱又脏的巷道，真让人感到凄凉。人们
的物质生活，真是太简单了。小时侯，家里过年，买点好吃
的东西，姐弟几个争着吃。有一次，我被那冰糖葫芦迷住了，
从家里偷来一角钱，后来，爸爸狠狠教训了我，至今，我记
忆犹新，这都因为生活太贫穷了。

改革开放，犹如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吹进千家万
户的炕头，也吹进了农民的心坎。后来，乡里号召栽果树，



几年过去了，苹果丰产了。富士苹果以它特优的品质，高价
格的卖出，使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中央电视台《与你同
行》栏目，专题报到我们村致富的经验，引起强烈的反响。

啊，家乡，我爱你的美丽，爱你的繁荣，更爱你的明天！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三

大家好！

我的家乡在大良，这里风景美如画，四季如歌！这里有美丽
的顺峰山公园，历史悠久的清晖园，还有宽阔平坦的德胜广
场。听爸爸说，这美丽的环境发生在20年间。美丽的顺峰山
公园原来是一片水塘和田，周围的环境极其恶劣，但在政府
的努力下，一切都变了，变得美丽整洁了。

正如我小区外面的公路，本来是泥泞不堪的水泥路，现在已
经变成了美丽的沥青公路，两路中间的隔离带也种上了常绿
的树木。两旁本来是一两层的瓦片房变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
真是美丽极了！还有呢，我发现以前大大小小的河涌都非常
脏，垃圾随处可见，随河而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在政
府大力投入整治下，无论是那一条河，都很干净，鱼儿还能
在水中嬉戏呢！

你们看，我家乡的变化大吧！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家乡会
有更大的变化。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四

建国60年来，我的家乡**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有的
孩子都能有学上，都能上得起学，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步伐。
这坚硬的步伐走出了**教育的腾飞之路。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从**教育的程度来看，中小学的入学



率已经达到了约100%，基本扫除青少年的文盲。政府的大力
支持教育事业，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
教育是建国以来教育腾飞最有力的见证。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越来越快，部分乡镇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现在最美环境
是学校，最现代化的器材还是学校。走进**每一所中小学，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让你眼花缭乱。

记得七十年代中、八十后代初，**的教学条件都很差，学校
破旧房屋多、危房险房多、桌凳残缺多，而教师少、生源多，
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十几元的工资，学校都实
行‘复式’教学??从一到六年级都教，老师总是上完一年级，
再上二年级、三年级??从早上到中午，再从中午上到天黑。
那时候 没有时钟，也没有手表，天一亮就起床，涮洗、做饭、
吃饭，然后就开始上课。村小没有下课时间，反正这个年级
教二三十分钟后，布置做作业，就接着去上下个年级的课。
课一上就是大半天，几乎不停下来休息，有时连饭也没时间
吃，厕所也没时间去。

对于身为一名乡村教师感触最深的是学生上学不用再交学费
了，和家长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家长一脸的喜色，特别是外
地来这打工的家长，原来为了给孩子找一所像样的学校，要
花掉几年的积蓄，有的甚至不让孩子上学，流落街头，或者
散落在自己工作的场所。xx年9月1日起实行了全国城乡义务教
育，学生就进入学，免除全部学杂费。看来“学有所
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

**的改革在继续，社会在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60年走过了风雨，同时60年教育不断腾飞，而且在继
续腾飞！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五

大家好!



在浩瀚无际的历史苍穹里，有那样一位被称为“诗圣”的诗
人，以他的笔毫为武器，为天下人民而战争。他用血和泪谱
写的史诗，改变了我，他就是唐代中晚期伟大的诗人——杜
甫。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他那不与恶人同流合污、
忧国忧民的精神将永远留存于世人的记忆中，一寸一寸，生
出坚硬的根。

他原本生活于开元盛世，过着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他的后
半生，充斥着战乱与忧愁。奸人李林甫当权，杨国忠谋变，
又遇上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时点——安史之乱。就在这时，他
没有逃避纷乱的现实，而是拿起一支沾满浓墨的笔，批判着
这当下乱状，谱写了一首又一首不朽的诗篇。“却看妻子愁
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的瞳仁中闪烁着火焰，立志为国
家的再次统一，为人民改善生活的希冀，闻官军收复河南河
北的狂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这腐朽的黑暗政
局的无情批判。也许，他无数次想过：“什么时候这世界才
能人人平等呢?对，我决不能与官僚小人同流合污，我要以我
的笔为武器，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战!我决不能放弃，决不能
让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是忧国忧民的，杜甫改变了
我，使我更加为他人着想，考虑大局，洁身自好!

也许，他心中的夏荷没有开出绚烂的花朵，没有让社会现状
变得舒缓，没有让人民得到慰藉，但是我知道，就凭借着他
的忧国忧民，他的洁身自好，他的勇敢坚毅，青史留名，足
矣!

杜甫改变了我，使我与他心灵相通，为他人着想，坚守自己
的原则，也许只有这样，人们的心中才能长成一棵人格的参
天大树，一寸一寸，生出古朴的根。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六

大家好！我是来自xx的xxx号选手，我叫xxx。今天我以一个教
师的身份站在这里演讲，感觉有些惭愧。因为我没有什么轰
轰烈烈的大事来宣讲，也没有什么豪迈的语言来讴歌自己的
职业。十年前我迈出师范学校的大门，一心想在外面闯一闯，
是父亲的一番话打动了我“你是农场培养出来的孩子，现在
农场各行各业正在搞建设、快发展，你应该回来出一份力、
尽一份责。”于是便成就了今天的我，在农场小学信息技术
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我见证了农场日新月异的变化。朋友们，还记
得十年前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吗？几条破旧的沙石路，成
片成片的砖瓦房，这几乎可以概括我们农场的全貌了。再看
看现在吧！一条条水泥硬化路纵横交错，贯穿场区的东西南
北；一座座宽敞舒适的楼房拨地而起，及将建成的数个功能
设施完备的居民小区更让我们拭目以待；从千头奶牛养殖小
区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示点；从优雅别致的龙山公园到绿树成
荫的文化广场；从高效率、现代化的农业中心到引领科技的
工业园区。一座现代化的小城镇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幅百
姓安居乐业、政通人和、生机盎然的繁华、富荣的画卷呈现
在我们眼前。

如果说十年前，我不愿回到这里，那是因为我不够了解我的
家乡、不够了解黑龙江农垦；然而现在，我深情地眷恋并且
热爱着这片肥沃、富饶、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土地！今天我们
拥有无比优越的阶级政党，拥有无比先进的科学理念，拥有
无比坚实的群众基础，拥有英明果断的农场领导班子，是他
们提出了“培育文明龙山人、建设和谐新农场“的口号，才
有了今天我们幸福、和谐的大好局面。我为我是一个龙山人
而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不过，更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是我们的汗水可以尽情地挥洒在建设和谐农场的宏伟蓝图中。

虽然我工作在很普通、很平凡的岗位上，但是不积跬步无以



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如果我们每个龙山人都在自
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勤奋敬业，就是对建设和
谐社会做了事、尽了责。我和我身边的同事都是这样想，也
是这样做的。

身为教育工作者，承受着社会的压力，承载着孩子的期盼，
肩负着家长的厚望。在我们单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的老师带着一身病痛，兜里装着药，仍然执著地站在讲台
上；有的老师亲人病重在床，却没有时间照顾，舍不得请一
天假；有的老师虽已年过半百，却仍然孜孜不倦，学习新的
教育理论，学习信息技术，可谓人老心不老；他们甘心献身
于教育事业，不为名，不为利，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捍卫
职业的圣洁，用行动来诠释师德的真谛！

想必大家还记得汶川地震吧，在那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有多
少震撼灵魂的师爱在闪光：张开双臂牢牢地护住讲台，用自
已的血肉之躯为四个孩子撑起生命天空的谭千秋老师；为
救200多名学生，致妻子的呼救声于不顾，最终痛失相濡以
沫20多年的妻子的肖明清老师；面对房倒屋塌，原本可以保
住自己生命，却留下来疏散学生，最终也没有走出教室的严
蓉老师、吴忠洪老师……这样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这一
刻，教师的生命被定格成为永恒，在这一刻，教师的人格升
华并且光照千秋。

鲁迅先生曾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最后，在这里我想真诚地对自
己、对大家说：让我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执着的追求，奉
献自我，做一个文明向上、立志进取的龙山人！让我们共同
为创建一个和谐而美好的家园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吧！谢谢
大家！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七

春天的家乡穿起了万紫千红的艳装。你瞧！树枝上已微微露



出了一些青色，一串串杜鹃花嫣红姹紫，窗子外面开始听得
见唧唧的鸟鸣了，那是小鸟正在唱着春天的歌儿呢！下过一
阵雨后，在我家乡的田园里，万物生辉，美极了。在阳光的
照耀下，家乡的小溪显得更加清澈，微波荡漾，泛着金色的
光。春天的家乡显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

夏天的家乡披着青葱轻俏的夏衣。清晨，蜜蜂忙着采蜜。午
后，知了在树上长鸣。夜晚，蟋蟀在草丛高歌。家乡有片池
塘，荷花开得正旺，蜻蜓满天飞，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家乡的孩子们在荷花池里尽情地享受欢乐：
游泳，摸鱼，捉虾，采藕。

秋天的家乡穿着金红色的庄严的晚礼服。家乡的田野里，到
处是金红的果子。大街两旁的树叶，萧萧地落下，发出"簌簌
的响声。家乡的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
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

冬天的家乡换上了朴素的雪白长袍。在家乡小镇的街道上到
处是雪，电线杆上也结了冰。下雪了，雪像柳絮一样，像芦
花一样飘落下来，美极了。雪停了，村子的屋顶上，篱笆上，
木棚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雪。这真是一幅美丽的雪景。

家乡的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特点。我的家乡虽然没有多么美
丽的风景，但是，在我眼里，我的家乡的景色永远是最美丽
的！

花开，然后花落。我们经历了太多风雨，太多沧桑。

思念，是一个五味瓶，它的里面有着一切我们能说出和我们
说不出的味道。生活的唱片在永无停息地转动，命运的唱针
在上面刻下了一道道岁月的痕迹，当命运重新在某个相似的
位置上滑过，思念的感觉，就会在心底，悄悄地荡漾开来。

一个常年云游在外的游子，慌忙地向邮局飞奔。布满灰尘的



风衣，随风飘动的裤脚，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图画。画面的背
景，大雪纷飞。"有没有我的信？"他说，"我是来取信的。""
有！"他打开信，一股暖流冲撞着他的心扉。那一刻，他在也
没有顾及眼中的泪水，任凭它在眼中沸腾。信上只有9个字：
天气凉了，多穿些衣裳！

思念，是一种甜甜的感觉。

堂。他疲惫地躺在床上，身子使劲向被里缩了一缩，泪水，
无声地在眼角流淌。

韩城市变化的照片篇八

昔日去李鹊镇,一路颠簸路泥泞。今天油亮的柏油路,条条通
向幸福村。

昔日去乡村,拐弯抹角路不平;今日去乡村,风雨无阻路畅通。

在历史的长河中,改革开放三十年短而又短,可是这三十年是
我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
开展后,我们农村更是旧貌换新颜。忆往昔,看今朝,心中好多
感慨。

我的家在在广饶县城西南角,我爱它,因为它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然而,求学路上行路难却是心中一种难言的痛。忘不了,
两年在初中的学习,每天要从两尺宽的小路跳入几米深的大沟,
再翻过两个土疙瘩,才走到我的学校。春秋天,尘土飞扬满脸
尘埃,雨雪天,道路泥泞一身烂泥,那时自行车很少,雨天,我就
挽起裤腿,两手提着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
上。很多时候被蒺藜或砖瓦扎破了脚,那时没有彩电、更没有
电脑,全村三百户人家只有两台十四村的黑白电视。家里穷买
不起自己想看的书,一旦有本好书抢着看,在同学中传来传去,
爱不释手。



现在不必说那四通八达的电路,跨过乡村和田野,为工业送去
动力,为农家送去光明,电风扇、电视机、电冰箱、电磁炉,乡
镇农家新建的新房子里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也不必说那迅
猛发展的通信公路,电话、手机和网络已悄然进入农家,年轻
人联系着天南地北的业务,老年人联络着大大小小的子孙,各
种信息咨询的传递方便快捷,世界也显得小了。单是看这眼前
一条条的柏油马路就有了无限自豪之情。新修的柏油路一条
蜿蜒长龙,宽阔平坦,一望无际。通往县城的黑油油的柏油路
如一条黑色缎带,联结城市和乡村,一辆辆摩托车、拖拉机、
小轿车喜气洋洋一路奔驰。笔直平整的乡间公路像一条长长
丝带似的穿梭在村庄,雨天,不怕打湿裤脚;晴天,更是干净整
洁,连头顶的天空也更加一片湛蓝。宽阔的柏油马路如一道飞
虹,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梁。村民的思想也开放了,好
多人办起了养殖场和加工厂,我们田家梓、杨福清等十几家办
起了养猪场。养鸡场也有几十家,另外还有花边厂、木器厂等。
他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了好日子,也为李鹊镇农村的经
济发展出了一份力。日子好过了,村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更
加急迫起来,自发组织了秧歌队、鼓乐队等,逢年过节或者不
忙的时候就自娱自乐一番,我们村的秧歌队还被邀请参加县里
的比赛呢。每逢九九老人节都为老人捐款,这不,四川大地震
村民们都踊跃捐款,很多个人捐了几千元。如今,“社会主义
新农村”活动一片繁忙,“村村通”工程让柏油路,村村通,自
来水送到每家灶膛,“新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看病有了保障,
“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帮了农村孩子上学大忙,村民日子好
过开始用电做饭煲做饭。

李鹊镇村民人人过上了好日子,从“温饱”迈向了“小
康”,“和谐”家园正在建设,还要谱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