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明乡村演讲稿 美丽乡村演讲
稿(大全6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一

“我宁愿痛苦一段时间，也不愿让我的孩子永远活着。这是
农村教师的目的，大学生群体摆脱了他们的手，摆脱了他们
的痛苦。看到了报纸的报道和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播出，让
我深受感动。

一个简单朴素的老师，刘志连，是甘肃省张喜安县胡家山村
岐山头社的一个普通女孩。嫁到邻村后，发现村里没有学校。
村民认为上学没用，村里的孩子都失学了。于是，她决定成
立一所农村小学，有自己的桌椅板凳。办学之初，她到村里
家家户户，苦口婆心地劝她，甚至16年一分钱都不肯收。为
了让她的孩子有一所学校，她可以自己创业。十几年来，她
坚持假期出去打工，端着盘子，端着砖头，换来书桌和
书。26年来，刘志连让10多名大学生离开了一个无人上学的
村庄。很多同学只要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改变命
运的刘先生。

格桑吉是门巴村的一个漂亮女孩。她主动选择回到家乡教书。
经过12年危险的劝说，走下悬崖，在黑暗中遭遇泥石流是正
常的。其他村庄缺少教师。她无视怀孕六个月，走上了这条
路。门巴人从一开始就辍学了。

今天，入学率是95%。每个假期，她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爬雪
山，溜铁索，护送孩子安全回家。门巴族的孩子，儿子留在



拉萨，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凭借她的坚持，6个孩子考上了大
学，20多个孩子考上了大专和中专。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后悔不奉献的去帮助别人……虽然我不
认识，但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但我知道他们把知识给了
谁。他们用汗水浇灌每一株树苗，让它们成长成才。给他们
一双梦想的翅膀，让他们高飞！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二

xx是xx县xx中心学校的一名教师，也是学校副校长。自小怀
惴教师梦想的他，于1996年从长汀师范学校毕业，带着理想
与激情，放弃优秀毕业生留城的机会，回到家乡任教至今。
期间，他也曾被上级组织动员到外地提拔任用，也曾再次获
得过进城任教的机会，但始终选择了留守。

xx说，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一直是他的追求。这些年，在
坚守乡村教师岗位的同时，他总是在学习：参加过专科本科
的自学考试、阅读教育教学理论著作、自修多媒体教学技术、
参加网络学习与研讨。

xx坦言，学习的过程，收获更多的却是困惑，困惑于教学对
教育的背离，困惑于应试对成长的压抑。于是，身为数学教
师的他将突破选在了阅读。通过组建班级读书会，打造班级
图书角，开展晨诵午读、课堂导读、全班共读、书信交友、
读书益人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带领孩子们在书海中遨游。
自此，他开始了数学老师与阅读老师的角色融合。

因缘于阅读，xx与杭州且力公益助学小组一起探索孤苦儿童的
帮扶新模式。作为资助者与受助人的联接者，他积极指导孩
子使用资助资金，协助孩子与资助人沟通联系，跟踪受助孩
子的学习生活，及时为资助者反馈情况并提供资助建议。通
过这样的联接，使资助模式由单一的资金支持扩展为资金、
情感的全面支持，资助人和孩子间建立起亲密的家庭伙伴式



关系。

随着阅读活动的深入，xx也逐渐开始了从阅读老师到阅读志愿
者的延伸。作为志愿者，他先后帮助8所学校建起了班级图书
角。作为一名担当者行动阅读公益讲师，多次在本校、邻镇、
邻县开展阅读专题讲座，还承担了《好玩的科学(五年级)》
的原始编创与二次修订工作，现该课程正在一些实验班级推
广试用。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三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做如下汇报：

一、基本情况

争创省级新农村示范乡、打造最宜居住乡村”统揽全局，立
足于乡域特色，认真谋划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把握重点、
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有序地在全乡各村开展了新农村
建设。试点村村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三新一带
动”，即全村竹产业新发展，农民生活新提高，村容村貌新
变化，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二、主要做法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一是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扶持、指导和规范，成立
了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任组长的美丽乡村建设领导组，分管
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并驻村指导组织实施;二是从政府各部门
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充分调动各方面
力量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服务;三是明确了村两委人员的工作
职责，建立了村组户三级网络。现我乡已初步建立“政府指
导，村组主导，全民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机制。



(二)明晰思路，科学规划

一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发展要求，结合村的村情，通过多
次会议讨论和调查研究，并带领经充分论证后明确村美丽乡
村建设的目标：“争创全省一流，打造4a旅游景区”，并把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抓。二是按照规划
先行的原则，依托村文化生态资源的优势，先后编制了三个
层次的规划：首先聘请专家编制了高起点的《村美丽乡村建
设总体规划》;尔后聘请专家编制了具体的景观节点开发、建
设及保护性规划;围绕打造“三a”旅游景区目标，组织编制
《村旅游发展建设总体规划》。同时，我们十分注重规划的
权威性，严格按规划办事，将规划落到实处。

(三)完善机制，开拓创新

一是完善垃圾收集网络体系。建造垃圾焚烧炉和垃圾中转站，
聘请十名卫生保洁员和一名垃圾清运员，购置150个垃圾桶和
十辆垃圾车，清运主要道路沿线和村庄内垃圾，购置200个小
垃圾桶、10000多个垃圾袋，发放农户家中，与农户签订门
前“包扫、包集、包整洁”的三包责任制，实行垃圾袋装化，
形成垃圾“户集村收村运村处理”的垃圾收集体系，达到村
庄整齐整洁效果。二是加大庭院整治力度。建设“美丽乡
村”农民群众是主体，全民参与是关键，最大限度地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向村民发放倡议书，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号召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工作中来，
积极开展评选清洁示范户活动，对整改积极的，经验收达标
合格的农户，采劝以奖代补”措施，全面提升村庄品味，使
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一是召开动员会，发动党员干部和村民组长做好示范;二是召
开座谈会，邀请“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长辈)为美丽
乡村建设建言献策;三是上门入户宣传，对群众讲解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意义。四是做好“三结合”，注重与新农村建设
相结合，注重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幸福家庭建设
相结合，形成“人人是美丽乡村形象，处处是美丽乡村环
境”的良好氛围。

三、几点体会

(一)政府指导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证。乡政府抽
调了由乡国土、城建、水务、林业、供电、环保等各个部门
组成的工作组，分成征地拆迁、环境整治等五个小组，采
劝3+1”工作法，驻村开展指导，确保美丽乡村建设顺利实施。

(二)项目支持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活力源泉。对于基础
设施建设，必须要由项目支持。我们先后争取了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塘坝、河道治理项
目;危房改造、新型墙体材料应用项目;沼气池项目;改水改厕
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正是借助于这些好项目、大项目，美丽
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得以顺利实施。

(三)社会参与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力补充。坚持市场
机制，引导各类民间资金以不同方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许
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感恩社会、回报家乡”的热情，都想
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力量。在我们多方沟通协调下，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投资1000万元兴建观景平台、为主题的高端休
闲产业项目，现已初显雏形。另外，还发动社会力量投资兴
建现代农业展示园，让“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

四、存在的困难和下步工作安排

(一)针对资金保障不足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继续争取项
目扶持;二是乡、村自筹资金加大投入;三是社会集资提升品
位;四是压缩开支开源节流。



(二)针对整体推进进度不快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实行乡
村干部包保负责联系户，健全网络化责任体系;二是严格按
照“3+1”工作法倒排时间表，推行逆向责任机制;三是做好
周调度，试行党政领导督查暗访机制。

(三)针对建设中群众个人利益受损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
党员干部率先做个“吃亏人”(在个人利益受损时做好榜样)，
树好榜样当个“干净人”(在个人利益受损时要已集体为重);
二是继续做好宣传引导，做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三是继续
坚持“以奖代补”，扩大奖励范围，提高奖励额度。

各位领导、同志们，虽然我乡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离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接下来，我们要
以现场会的召开为动力，继续学习兄弟乡镇的先进经验，要
对美丽乡村建设再研究、再创新、再提升。我们相信，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创业增收生活美、科
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和-谐美”的方针，
凝心聚力，一定能把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集观光、
休闲、度假、康健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村也必将成为一颗
最璀璨的新星。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四

理想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人各有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
想追求。有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鸿鹄大志，有隐姓埋名、
默默无闻的平凡向往。无论志向如何，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
即谋利于己，造福于民。

为了我的理想，我要先跨过大学的校园。我要在那大学的课
堂上、图书馆里、在那可敬可亲的教授和导师的帮助下，像
一只小海鸟一样，在知识的大海里汲取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知
识，以充实我的头脑，让我的羽翼变得丰满、硬朗，最终以
优异的成绩长出大学的围墙。



我没有选择城镇，而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却又蕴藏着巨大潜力
和希望的小村庄，那里需要知识和技术，那里需要我。

于是，一个初秋，在一个平平凡凡的日子里，我匆匆戴上眼
镜，穿上一件湖蓝色的连衣裙，走上讲台，开始了我任教的
第一天。我的心里即欣喜、激动又满怀神圣。

讲台上放着一束芳香的野菊花，鹅黄色的花瓣上还带有几点
露珠，空气中也弥漫着泥土的芬芳，画上系了一个红纸条，
上面学者几个稚嫩的字：“欢迎您，老师!”我感动的环视教
室，只见一张张天真淳朴的小脸儿挂着微笑望着我，使我心
里热乎乎的。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讲课：“同学们，老
师带你们去游长城好不好?”“好!”同学们兴奋的回答道，
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于是，我自然的讲起了《长
城》一课。通过多媒体电脑，我把长城春、夏、秋、冬四季
的美景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同学们仔细的看着，有感情地朗
读着课文。看着他们专心读出的神情，我的心里荡起了无法
抑制的激动：在我的面前不仅仅是学生，更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

晚上，我带着一丝丝淡淡却又甜甜的倦意写在写字桌前，打
开日记本写道：与你们接触的第一天，就让我体会到做一名
乡村教师的意义，我看见你们正迎着初升的太阳，飞腾，飞
腾。我真幸福。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五

我叫冯东亮，今年四十三岁，是尉庄乡枣原小学一名普普通
通的'教师。

说起当老师，事出有因。我从小生活在偏僻的小村庄，村里
有知识的人（当时大家都叫文化人）很少，遇上婚丧嫁娶或
逢年过节，大家都要登门拜访文化人，为的是能让文化人写
副对联或是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当然平时远方亲人来信也



得求他们能帮忙读读或写封回信。那是我就想：将来一定要
好好学习，做个文化人，为的是方便自己，服务大家。上学
了，全村的孩子挤在一孔窑洞里，四个年级一个老师，所有
的年级所有的课程都由他来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老师无
所不会，无所不能。从那时起就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老师。

时甚至充满辛酸和泪水，尤其是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老师更是
这样。但是，自己喜欢，选择了，什么也不可阻挡自己投身
教育。下面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教学生活中的几个真实故
事。

这就是我的学生，她懂得如何做人。做老师的还有什么不满
足的？

20xx年的暑假，我在乡宁进修校培训电脑，就在我走出院子
准备回家时，听见身后有跑步的声音，回头一看，一个男生
正迎面跑来，边跑边说：“你是冯老师吧？我是刘志宇。老
师你有事吗？”“哦，我在这里培训电脑。你是??”“老师，
我在复读，今年高考没发挥好，只达了二本线，我想复读一
年，明年走个一本”“这是好事，只要你有决心，老师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刘志宇，我忘不了这个学生，他是一个家
庭特困学习和品行特好的学生。他爸爸是个放羊的，每年开
学的费用都要赊账，等到八月十五卖了羊肉后才能付钱。有
一次，学校一个老师的钱没装好，掉在楼梯上了，95块钱，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是放学回家的他捡起交给我的。当那
个老师知道是他捡的，决定除了在全校通报表扬外，一定要
买个文具盒作为奖励。捡钱时就他一个人，加上家庭特困，
可他还是把钱交回来了，这不折射出他的高尚品德吗？我为
这样的学生骄傲自豪！

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使我无法离开这个职业。为了我
的教书梦可以延续，我不断努力充实自己，我自考大学科目，
拿取大学文凭，参加转正考试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虽
然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17年，但能够在这个讲台上一直工



作是我最大的梦想。只要我能在这个讲台上给大山注入文化
与知识的生机，能够改变众多山里孩子的命运。我就觉得我
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付出就有回报，我的学生一个
个飞出大山，落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府、不同的行业，
他们的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张贺卡，都会让我兴奋好一
阵子。

我自己也参加了多种教学后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多次被
评为优秀辅导员、先进教师、县级教学能手，20xx年还被评为
临汾市优秀班主任。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

三尺讲台四季晴雨

.加上五脏六腑

.七嘴八舌九思十分用心。

这就是老师的工作，

看似简单，其中却包含几多艰辛。

我想，师应该是有魂的，长青，是为师魂，它如青松翠柏，
经霜愈茂；它的生命如巍巍高山，滚滚江水一样持久，深广
而无坚不摧，在蓝天烈日的沐浴下，永葆活力，它又如方竹，
气节傲然，寒中 飘香。

三尺讲台，记载着老师日夜的艰辛；一块黑板，映照着老师
疲惫的身影；一根教鞭，指引着莘莘学子阔步前进！且看神
州大地，无论是高大的乔木，还是低矮的灌木，都在以生命
的翠绿向我们致敬！读着这些滚烫的话语，我们能不为之感
动吗？有人说，教师是率领千军万马向野蛮和无知进军的统
帅，是在人们的心田里建造知识大厦的工程师。这是多么崇



高的评价！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席精神大餐。

文明乡村演讲稿篇六

对于一个热爱教育、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老师来说，让她
离开教室、离开学生，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20__年9月，贺红莲不慎摔倒造成膝关节髌骨骨折，作为八年级
(2)班的班主任，她实在不忍心丢下班里的57个孩子。

那段时间里，贺老师家的窗口成了瞭望台，窗台下的沙发成
了她的工作台。课后，不少学生习惯性地跑到贺老师家的窗
口，看望的，问候的，请假的，借钱的，借针线包的……不
一而足。而这时候，也是贺老师一天最为快乐的时候。对她
来说，每天能看到孩子们，乃是她最大的幸福!

为了这种幸福，贺老师不知忍受了多少疼痛的折磨，不知暗
自留下了多少泪水。有一次，因为电脑椅滑动，贺老师支撑
不住摔倒在地板上，她无法站起，无法挪动，只能躺在地板
上默默垂泪，直到丈夫回来，才把她抱到沙发上。面对丈夫
心疼的埋怨，贺老师只是歉意地笑笑。说实在的，对丈夫，
她充满歉疚。自己卧病在床，什么都不能做，丈夫既要到邻
村的杨庄小学上课，下班后还要照顾孩子，照顾她，已经够
累的了。她也想安静地躺着，静静地休养;她也想少给丈
夫“添乱”啊!然而，让她离开窗口，离开“阵地”，无疑是
要掏空她的心!一天看不得自己的学生，贺老师的心里都空落
落的。她离不开学生啊!

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贺老师实在呆不下住了。她不顾医
生“保护不好会落下后遗症”的告诫，不顾自己即使拄着双
拐也依然走动艰难的右腿，毅然走上了二楼的教室，站在了
班级的讲台上。

为锻炼自己，也为了激励学生，贺老师拒绝了学校领导把她



的班级调到一楼的想法，也拒绝了好心同事替她上晚自习的
建议，硬是用坚韧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在校园，在讲台，
在通向教室和宿舍的一级级台阶上，留下了不倒的雕像。这
雕像，深深地刻在全校师生心中，更深深感动了贺老师班里
的学生们。

人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贺老师正是用自己的言行，潜移
默化地教育、影响着学生。学生们说，有这样的老师做榜样，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奋发上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