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实用10
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每一天，我们都是在品尝着美食，但同时在世界上，依旧还
有很多人是在忍受着饥饿无法有正常的一日三餐，甚至还有
人是死在饥饿下的，而这也是让我们更加清醒的要去认识到
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去浪费。

曾经我们都听过那么一首诗，也是清楚每一粒粮食播种到收
获都是多么的不容易，虽然我们国家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地方还是在用原始的方法在播种，还有很
多的地方没有那么的工业化，而且我们去看，其实社会上也
是有很多浪费的现象，像吃播的浪费，像下馆子点菜的浪费，
甚至我们学校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每一天都是有很多的食物
白白的浪费掉了，在此我也是呼吁大家，要去珍惜，要懂得
节约，这不但是一种好的品质，同时也是可以让我们的粮食
危机不再那么多，我们国家很大，人也很多，每天要消耗的
粮食也是特别的多，而浪费也是不少的，同学们，一些经济
比较落后的地方，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衣食无忧，什么美食都
是可以去享受到的，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每省
下的一粒粮食都是可以给予到他们很多的帮助的。

食堂里，我们要把我们打的饭菜吃完，如果吃不了那么多，



也是可以好心的提醒阿姨少给一些，改变我们挑食的毛病，
我们的浪费完全是可以有意识的去改善的，同学们，我们平
时还有零食，还有饮料，还有水果，很多时候物质的丰富甚
至让一些同学都是不去食堂吃饭了，但有些地方的孩子，能
读书都要走很远，每日除了三餐，可能一瓶饮料一年都没喝
过一瓶，我们的饮料，有时候不想喝了，直接扔掉，或者不
是自己喜欢的口味，也不要的，而这都是一种浪费，一种对
粮食的糟蹋。同学们，让我们都是行动起来，少一些浪费，
多一些珍惜，无论如何，这些意识都是要有的，我也是在此
呼吁，希望大家就餐能吃多少，就打多少的，平时的零食饮
料，只吃自己够的，不要浪费，看到浪费的行为也是要去制
止，在外吃饭也是点菜尽量只点够吃的就好，不要为了面子
充排场而浪费了食物。

同学们，节约，珍惜粮食是一种美德，让我们一起行动，一
起去做好，约束自己，监督他人，我想我们的习惯会更好，
我们的粮食也是能得到真正的节约，不再浪费。从现在去做
起，让我们承担这责任。

谢谢!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爱惜粮食，人人有责》。每年的10月16
日是“世界粮食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几百万年
前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算起，直到如今发达文明的现代社会，
有一件事人类从没改变过，那就是要找食物吃饱肚皮。所谓：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今天，就让我们将更多
的目光投向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谈谈爱惜粮食、节约粮食
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果腹的年代，吃饱饭、吃



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在意粮食的由来。
也有的人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浪费点儿粮食没什么要
紧。我们国家的粮食真的已经富裕到了可以不提节约的地步
吗?我想告诉你：恰恰相反！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但近几年
粮食年产量总是徘徊在4.5亿吨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的人口，
人均粮食占有量每年300公斤左右。其实早在好多年前，我国
的粮食就不够吃了，每年都要向其他国家买粮食。有粮食专
家作过假设：假设发生全球性的气候大灾难持续两年，粮食
颗粒无收，那么地球上的人类将吃光所有的粮食，到那时候，
饼干、面包、馒头等等通通荡然无存，一碗米汤将会比沙漠
里的一滴水还宝贵。七年前20__年，全世界就已暴发了一次
粮食危机，全球粮价一下子翻了一倍多。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报告，目前全球处于饥饿威胁的人口超过10亿，每年因饥饿
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约4000万。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自己身边，浪费粮食的行为却屡见不
鲜。就以我们学校为例，食堂的餐桌上，米饭、菜肴随处可
见，有时，甚至在食堂地面上，都能见到同学们洒落的米粒；
在生活中，不少同学也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面包
吃了几口就随便乱扔，在家里更是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
估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这是多
么惊人的数据啊！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粮食来之不易。我们吃的每
一粒粮食，每一顿饭，都凝聚着很多劳动者的汗水！如今人
们的生活好了，却不能丢弃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一
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
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呀！可以说，每一
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等到农村秋收的时
节了，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利用双休日让父母陪着去农村看看，
体会体会粮食的来之不易，你就会更加珍惜粮食了。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和所有人
的号召与呼吁，它是一种情结，熔铸在你与我的心中，从而



自觉的做到，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
起！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三

“节约”，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个词，几乎随处可见：节约
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等等。节约，是一种美德。例如，
节约粮食。

其实，在我刚看到“节约粮食，从我做起”这8个字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曾经闪过一丝疑惑，节约二字说的容易，可是做
起来会不会很难呢?节约粮食对农民伯伯来说是否有好处呢?
不过，很快我就想明白了，节约其实做起来并不难，相反可
以说还很简单，只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出去玩的时候赶紧吃完碗里剩下的那几粒米，几根
面，几口馒头就可以了，这样，即便是对农民伯伯没有任何
的好处，对我们来说渐渐的也会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而且还
不会让农民伯伯那一滴滴的汗白流，那一口口气白喘，那一
声声的“好累”白说，那一份份的力气白使，那一次次望着
庄稼成熟的笑容白笑。

粮食，是农民伯伯的汗水浇灌而成，是农民伯伯一次次辛勤
施肥而成，是农民伯伯，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一个道理，那就是粮食的来之不易，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
从而影响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懂得节约粮食。

锄禾日中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这是在很早的时候，古人写一首诗叫《悯农》，如果先不看
内容，光看诗名，悯农就是怜悯农民的意思，这里的怜悯并
不是可怜的意思，而是要理解农民的辛苦，他们每年辛勤播
种，灌溉，施肥，除草，杀虫，可是即使这么的辛苦，有时
候遇上天灾，收的粮食也就只能够一年的生活，这也就是为
什么我们说农民虽然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但是他们却
是最伟大的人。

所有的种种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一点一滴的粮食，因为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演讲，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
与粮之约。

一年一度的世界粮食日来临，10月16日这个让很多人所不为
知的日子就是粮食日。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是个物产丰富的富饶之地。在别人眼
里看起来好像资源怎么也用不完，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不
是。有数据报道，我国耕地总面积并不充裕，现在农村耕地
也逐渐减少，农作物生产量也不高，粮食短缺仍需更加关注。
土地，是一切的根源，文明发源于它，人类依赖于它，地球
紧贴着它，它就是原本。对于粮食问题，只要我们提高粮食
生产效率，提高土地利用率，改进技术，守好18亿亩耕地红
线，网上流传的粮缺谣言将止于当下。原本，是需我们大家
去守护的，它不能自愈，请珍爱。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出现在课
本很多地方，可又有多少人真正体验过“辛苦”呢？我国广
大农民群众是最底层的坚固力量，他们的艰辛泪又有多少人
知道呢？古时候，有各大文人歌颂同情劳苦人民，“可怜身
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翁，他独自一人，在



深林伐薪烧炭，不易之中有了那么一车炭，可却被官府草草
换走，这其中辛酸只有他知道吧。粮食亦来之不易，农民早
出晚归，整天在田地中劳作，不曾懈怠，我们的粮食供给才
没有了后顾之忧，这都是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啊！所以我们要
充分的运用勤劳的知识与力量创造粮食财富。

节约，节约，是老一辈常念叨的事，因为他们经历过食不饱
腹之痛，懂得粮食弥足珍贵。但现在的社会，浪费粮食的现
象屡见不鲜。在餐厅，经常可以看见很多食客在吃完东西后，
餐桌上仍留存很多残留的食物，随后就直接进垃圾桶了。更
令人悲叹的是，网上也曾有一段大胃王之热，他们靠吃大量
食物来博人眼球，追求热度，然后有些博主就通过视频剪辑
或事后处理达到了目的。不过，在事后，大量博主使用催吐
药物，食物又被大量吐出，又有大量食物被浪费，正是因为
此，大部分观看吃播朋友表示寒心。而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
便是做好自己，不要过多购买食物，所买食物应做到吃完，
保证不浪费，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让粮食浪费之风不再蔓延，
倡导社会节约粮食之风，从我做起。

让我们大家一起与粮食共发展，共同节约粮食，让粮食不缺，
执子之手，共进退！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我很高兴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节
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句，你们应该都理解吧！唐代诗人李绅，在第一首悯
农里呼吁大家节约粮食，从小实行光盘行动，可是每当我们



中午吃完饭后，经过餐厅门口，厨余垃圾桶里的这些剩菜剩
饭，已经可以养活非洲多少人了啊。我这里有一份可靠的数
据：非洲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在400万以上，约有2亿人营养不
良，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我们现在不知道珍惜粮食还倒
粮食浪费粮食，同学们这是十分可耻的行为。

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类似事情，如学校食堂阿姨们辛辛苦
苦给我们煮饭烧菜，使我们营养保持均衡，但我总看见有不
少同学因挑食，而浪费粮食，走廊上倒厨余垃圾的餐桶里，
总是装得满满的，餐桶内怎么也不少于三分之二，在此“我
提畅，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所以我认为农民伯伯的痛苦，就应该落实到真正的生活中。
不是单单在嘴上说说而以，没有任何真正的行动。当我们念着
“锄禾日当午”时，可又曾真正领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如果有，食堂又从哪来的剩饭剩菜！农民用他的辛劳，科研，
用他们的艰苦养活整个中国，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我们需要谨记农民伯伯的痛苦，要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幸
福。

对于普普通通的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也只有坚持光盘动，
不浪费粮食……

谢谢大家！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黄金季节里，我
们迎来了“世界粮食日”。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

请各位同学想一想在学校食堂餐桌上你是否将饭菜吃一部分
就倒掉？你是否将吃了几口雪白的馒头、包子扔在地上？当
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可惜，感到心疼？我们从小就



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同学们，你们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吃不上
饭的人们在苦苦挣扎，你们知道吗，在发展中国家，每5个人
中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
障。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一千万人
的生命。因此节约粮食值得我们同学们深思。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周恩来总理一贯反对铺张浪费。
他吃米饭时，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偶尔洒到桌子上一粒米也
一定要捡起来放到嘴里。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同学们，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果实。节约是美德，节约
是品质，节约是责任。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在校园
蔚然成风，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为建设文明和谐校园作
出应有贡献。

谢谢！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节约粮食，远离浪
费》。

泱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经久不衰；优良的'
传统文化，历经数年的文明传递，至今仍炫烂不已；颗颗优
质稻谷，历经数千次的科学钻研，可谓千里飘香。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称的传统美德。勤俭治国的尧，受万民
敬仰，被称颂万世；埋首田间的袁隆平毕生奋斗，造福人类。
颗颗金黄而饱满的谷粒，是父辈们辛勤的耕耘，是父辈们劳
累的汗水，是父辈们凝结的奉献。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浪费，
有什么理由去挥霍呢？我们没有理由，我们只有“爱惜粮食，
杜绝浪费”。

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碎；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当你看到父母在烈日下忙碌流下的滴滴汗珠时，
你是否体会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当你听到“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朗朗读书声时，你是否在为自己的浪费感到
羞愧？当你看到饭桌上残留下的粒粒米饭时，你是否感觉到
那异样的眼光？同学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点滴做起，
从节约粒粒粮食做起。

同学们，我们是龙的传人，是继承美德的中国人！中国虽在
历史长河中历经沧桑，但依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
向世人展示着，一个以农业为基础而翱翔的龙的传奇！所以
我们没有资格为我们的祖国涂上一个污点，我们应该让她更
加繁荣昌盛。为此，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珍惜每一粒粮食，
共享幸福明天。爱惜每一粒粮食，就是尊重每一位劳动者；
爱惜每一粒粮食，就是珍惜每一天幸福的生活；爱惜每一粒
粮食，就是传承每一份关爱。

碗中的米是汗水，碗中的汤是心血，我们不一定是民垂青史
的人，却要争做历史长河中鲜活而有力的旗手。同学们，让
我们一起高举“节约粮食，远离浪费”的旗帜，让我们传承
这优秀的传统。

十月十六日，是世界粮食日。从今天起，我们应争做一位优
秀的旗手，高举爱惜粮食，不多盛，不乱倒的美德，高举杜
绝浪费，不乱丢，不乱弃的美德。同学们，让我们高举时代
的旗帜，让每一缕美德之风传遍每一处中华大地。谢谢大家！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很荣幸也很开心能站在善美中学的这里为大家进行演
讲，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
为耻”。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往今来，勤俭节约就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粮食是人命之本，也是立国之基，所



以我们应该要节约每一滴粮食，养成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些人对节约粮食和珍惜粮食有错
误的认识。有的认为倒掉一点点饭菜也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认
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粮食生产又连年丰收，不愁
没有粮食吃;还有的认为即使没有粮食，可以花钱到国外去
买……这些错误的认识引起了我的思考。

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也许我们
都会认为粮食产量很多，粮食连年丰收，可是它也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得到的，它是经过辛苦的劳动换来的。“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早已向我们揭露了
粮食是辛苦得来的，现在我们桌上摆放着的“盛宴”，就是
通过无数人的汗水和辛勤的劳作换来的。也许做饭、吃饭的
过程很容易也很简单，可是它的前提是相对繁琐复杂却很有
意义的劳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粮食并不来得那么容易，而且要是遇到什么灾害，
丰收的心愿和粮食的产量都会遭受到打击，因此我们要了解
粮食的来之不易，要尊重每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不
能随意浪费和糟蹋粮食。

粮食是珍贵的，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珍惜和节约每一滴粮
食。粮食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
没有了粮食，一个人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没有了粮食，一个
国家无法变得繁荣富强起来，可以说，粮食是每一个人、每
一个国家想要立足的必备的物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今
我们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富足，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当我们坐在餐桌上狼吞虎咽，面对大鱼大肉和丰盛的饭菜大
快朵颐时，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人正在挨着饥饿，吃不
饱、穿不暖，甚至不知道怎么解决自己的饭菜问题，有的一
天连一顿也吃不上。我十分同情她们的遭遇，心里更加坚定
了要节约粮食的心。我们也要认识到粮食是珍贵的，珍惜每
一点一滴的粮食。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以下这些现象：食堂里，



有些同学因为打了过多的饭菜以至于吃不完了，就把它们倒
掉了;餐厅里，有些人点了一大桌子东西，可是吃的人却很少，
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打包带走，只剩下几盘好好的、还有余热
的饭菜摆放在桌子上;家中的餐桌上，也有些人抱怨饭菜不合
胃口而挑食，不想吃饭;还有人把粮食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
随意对待……每每当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心里是悲痛万
分的，我痛心那些粮食最后的遭遇，也感慨这些人浪费粮食
的行为。可以说，浪费和糟蹋粮食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是
不文明的。

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绵延至今，身为
一名有担当、有责任心的老师和学生，我们应该要积极传承
这种良好的传统美德，为别人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要主动了
解粮食的珍贵和来之不易，自觉做到勤俭节约，远离奢侈浪
费的行为，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争做一个珍
惜粮食、勤俭节约的文明人。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用心聆听!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九

大家好！

一日三餐离不开餐厅，餐厅是大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营造清洁舒适的就餐环境，不仅关系着每位同学的生
活，而且直接体现了每一位学生的个人形象。文明之风吹拂
校园，讲文明、树新风是我们每一个文萃娃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食堂是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营造清洁舒适
的就餐环境，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吃饭就一定要爱惜粮食。尽管同学们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背得滚瓜烂熟，可真正上了饭桌，浪费粮食、挑食的学
生每天都有。文明用餐其中最突出的一条要求就是：不挑食，
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希望同学们挑食、浪费的现



象一天天减少，餐厅的剩饭剩菜也越来越少，以节约粮食为
荣，以浪费粮食为耻。

文明用餐，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播种的是
一种习惯，收获的是一种品格"。让我们为共同营造一个文明
有序的用餐环境而努力，争做文萃小绅士小淑女！

珍惜粮食保护世界演讲稿篇十

今天是什么日子？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每
年“世界粮食日”所在的周为“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
周”。为什么要定出个“世界粮食节”来？为什么还要有
个“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周”？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
吗？是！我国是农业大国，虽然粮食最近几年均增产，但是
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处于较低的低水平。我们国家不断人口
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国粮食的供需仍将在紧张中度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粮食进口国。

有一位小朋友对奶奶做得很多事情总是看不惯的。他在一篇
作文里是这么说得：奶奶是个很节俭的老人。节俭是好事，
但我觉得她节俭得有点近乎抠，无法理解。一次，烧饭的时
候，她不小心把米撒了点在地上，我就顺手准备扫掉。我腰
还没弯下去，只见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挡着我，我愣在那不知
道为什么？这时，奶奶开口了：不要扫掉，捡起来洗洗，浪
费可惜。我说已经脏了，反正就一点点，算了吧。奶奶可不
理会我，自己佝偻着身体，蹲在地上慢慢地拾着，每拾起一
点就用嘴巴对着吹吹，很专注地，仿佛掉在地上的不是米，
而是她的宝贝样。等到全部拾好后，再用脸盆装着用清水一
遍一遍的洗，看她洗完端着米出来，脸上露着孩子般开心的
笑，嘴里还自言自语：看看，多干净，还不一样吃嘛，你
们……我听懂了她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依然是不已
为然的摇着头。而奶奶露出了灿烂的笑脸。还有，我们家的
电饭褒烧饭总是会在下面结锅巴，所以每次都有很多饭不能



吃。我总是把这些锅巴倒掉的，有次被奶奶看见了，她老人
家又开始了对我的节约教育。我不服气说："这都不能吃呀？
干吗不能倒掉？奶奶也不搭理我，从我手上接过电饭褒，然
后倒了些开水在里面，泡了一会儿，就见她开始用小勺把那
些锅巴，一点一点地刮出来，然后放进自己的嘴里。天哪，
我真的是服了她老人家。我半开玩笑地对奶奶说："奶奶，你
真会动脑筋呀”。奶奶听了我的话，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
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我们老人家是经历了饥荒岁月
的，知道粮食的宝贵，我不是小气，只是觉得这样真的很浪
费。我在心里有点改变了对奶奶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吃
对身体有害，我依然不赞同，但又没有办法让奶奶也改变她
的做法，于是和妈妈商量，换了个新的.电饭褒。

也许这位奶奶说得对，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饥荒，不能理解
他们的想法吧。但是我们也不象奶奶想得那样，就知道浪费，
不知道珍惜。我国每年有许多贫困地区、受灾地区的老人、
小孩没饭吃，要靠国家救济，要靠大家帮助。我们国家还要
花费巨额外汇去进口粮食，粮食确实是宝贵的呀。“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曾经是
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诗句。我们不会忘却了这首诗的精髓。
但是，看看我们食堂的餐厅里，各种浪费粮食的现象依然比
比皆是。有的同学很是挑食，吃了几口饭就倒掉了，说这饭
菜是自己不喜欢吃的！有的同学光想买零食，不想吃饭；有
的同学着急去玩，盛饭的时候，走路慌张就把饭粒洒在地上！
有的同学一边吃一边还在打闹……这些都是在浪费粮食！也
许你并不觉得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
什么，可是，如果你浪费这一点，他浪费这一点，大家都浪
费这一点，那就是一个惊人的损失了！

国家教委早在1991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开展爱
惜粮食、节约粮食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不少学生
中，节约粮食的观念十分淡薄。这不仅反映了不少青少年学
生和儿童不懂得珍惜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而且也直接反映
出他们在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为此，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各类学校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
重视这一问题，要把节约、爱惜粮食的教育活动，作为学校
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下去，并努力抓出成效。
教育学生树立“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观念，培
养他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所以，我们要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它也是“养成良好习
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创建“绿色学校”、创
建“节约型学校”的实际行动，同学们，你想做个文明的小
学生吗？那就从文明就餐、节约粮食开始吧！其实节约粮食，
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要剩饭菜；吃饭
的时候，也要集中注意力，认真吃饭，不挑食。无论爸爸妈
妈给我们吃的，还是学校里的饭菜，我们都要把肚子吃饱，
吃饱才有利于我们身体成长的。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都要
通通吃掉它！

我们要树立节约意识。爱粮、惜粮、节粮，不能是空洞口号，
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
耻”的风尚不仅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的粮食远未
充裕，我们没有糟蹋粮食的权力，也没有糟蹋粮食的条件。
希望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浪费现象不再发生。

我们要发掘节约潜力。我们虽然不种田、不产粮，但节约粮
食也相当于种了粮食。我们的一张张餐桌就相当于一方方粮
田，除了吃进肚子里的粮食外，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们要强化节约行为。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不能浪
费粮食。吃多少，烧多少；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不挑
食；少吃零食，买了就要吃完，不随手扔掉……。对浪费的
现象，我们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只要我们牢记“节约”，
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好学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