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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精选6篇）

篇1：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各位在座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每天的“盘中餐”是哪里来的吗？米饭是由大米制成

的，而大米则来源于水稻。而水稻的种植、生长、加工过程极为复杂而艰辛的，让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整个过程吧！

         播种。农民伯伯要在稻田（泡在水的土地）里撒下种子，播种时要提防水中

的生物误伤（如蛇、水蛭等），并要每天关注育苗田里的`水温、水质，确保秧苗的茁壮成长。

         分苗。当秧苗长出有十余厘米时，需把它拔出、分散重新栽种到更大面积的

秧田中，并讲究行距间隔的分开，使其有充足的生长空间，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宽。不能使用农

业机械化的稻田，需要人工弯着腰，用手一根接一根的把秧苗插到稻田里，这种劳作方式延续了

千百年，就是常见的插秧场景。

         锄草。秧苗长到一定的高度，需要把其他杂草拔除。在烈日的照晒，秧田好

似一个大蒸笼，农民伯伯弯着腰，一根一根的把杂草拔除，汗水顺着胳膊、脸颊一滴一滴的滴入

田中，正是“汗滴禾下土”，每一颗稻穗都是一滴一滴汗水培育出来的。

         收割。收割是最农忙的时节，要赶在好天气，及时的把成熟的麦穗收割起来

，收割时还要小心稻谷麦芒割伤，收割下的谷子还要打谷、碾壳把米粒和谷壳分开，才是能食用

的米粒。

         同学们，以上就是我们天天餐桌上最普通米饭的原材料———米粒的整个生

产过程，中间农民伯伯要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可是另一方面，据统计，全球每年在粮食的浪费

上面就价值2亿多美元，是个多么庞大的数量呀，中国的耕地只占全球的7%，却有23%的人口需要

养活，农民伯伯一年的收获，难道我们就忍心这样把它倒进垃圾桶？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勤为俭的

传统美德，就是指不要铺张浪费，如果你体验了这种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更要从每天的餐桌做

起，珍惜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们一起从自己做起，勤俭节约，爱惜粮

食，尊重别人的劳动就是尊重自己，传承中华勤俭好美德，做中华好市民，谢谢。

篇2：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同学们：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我们唱起雄壮的国歌时，

我们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幸福，我们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自豪！为今天的幸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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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而歌唱。但同时，你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祖国而分忧呢？

         我国人口众多，世界上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而我国的耕地面积仅

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却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不错，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无法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我们为之高兴，为之而自

豪！

         据报，200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名，但按人口计算：人均362公斤，

比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量还低。有人作过这样计算，13亿人的嘴加在一起比天安门广场还要

大。这么一张大嘴，他每天的需求是成千上亿斤粮食。因此，节约粮食，对我们的祖国具有特别

重大的意义！

         同学们：就我校目前有师生近2000人，每人每天按一斤米计算，一天吃掉200

0斤大米，一个月下来就是6万斤，可想而知一个国家十三亿人口一年要吃掉多少斤粮食呢？

         目前，我校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学校，同学样的家庭比较殷实，家庭富裕了，

生活巴适了，消费水平提高了，但绝大多数同学能保持勤俭节约的家风和社会风尚，但有少数同

学把“节约”看作“寒酸”，消费相互攀比，你买4元的饭菜，我就买5元的，你买1元的零食，我

就买2元的，反正我的消费必须比你高，必须超过你⋯⋯

         还有少数同学，为了吃零食放下打好的饭菜不吃，有的吃了一半就扔下，开

年来初中食堂剩菜剩饭的现象很严重。餐盘看个人的素质，餐桌看班上的风气，班主任经常到餐

厅督促的班级剩菜剩饭就少，反之则多。小学生在生活老师的指导下，真正做到吃饱不浪费，而

且自始自终保持着吃不言睡不语的古训。在餐厅希望初中的哥哥姐姐们向小学的弟弟妹妹学习。

当然小学也不是尽善尽美：如：课间餐，有的面包、苹果只吃了一口二口就扔进垃圾桶，还有的

一口未动，连包装袋一起扔进了厕所的大便器，这种恶作剧破坏公共设施的恶果，视可忍而孰不

可忍，其事者无视，视者心疼！

         同学们：上周国旗下讲话，毛校长说：我国每年因车祸死亡人数10万之多，

我再告诉同学们一个惊人的数字，全球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是1千万。即每4秒种就有一个人

饿死！因此，节约粮食是每一个地球人的大事！同学们：当我们随意扔掉一个馒头，请你想一想

那些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吧！

         正当我写此稿时，一位初中家长电话告诉我：他的孩子，18号上学时充卡200

元，22号上午就没有钱了，请问这位同学，一天消费60多元，你是吃饭用了的吗？

         同学们：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人早日远离饥饿。希望你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以节俭为荣，浪费可耻。自觉地抵制奢靡之风！

         同学们：你每天走进我们的食堂，有关节约粮食的警句到处都是，但是触及

我们灵魂的并不多。过细想一想一碗盘中餐，从播种到收割得多长时间，从到熟需多少人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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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勤俭节约看是口号，其实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吃饭时，能吃多少盛多少，能吃多少买多

少，仅此而已。凡事贵在坚持，持之以恒，把节约不浪费的美德转成我们的行为习惯吧！

         “细节决定成败”。那么，我们就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从现在做起，把

宜宾E实验学校的明天建设成智慧型、和谐型、节约型和知识型的美丽校园。

篇3：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是我国“珍惜粮食，节约粮

食”宣传周。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勤俭节约，珍惜粮食”。

         我们生活在和平信幸福的年代，生活质量提高了，物质也变得丰富了，贫穷

与饥饿似乎已经远离我们，但是作为祖国未来的我们，也应当意识到现在我国还是有很多人们吃

不饱、穿不暖，所以，勤俭节约的美德我们更不能丢，就让我们从节约粮食做起吧！

         同学们，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依然有和大一段距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而且生活水平也不均衡。有些

地方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国家每年都要拨款、发放物资扶持这些地区。我们的同胞中还有因

没

         有粮食忍饥挨饿的人们，我们怎么能够浪费粮食呢？假如我国13亿人口每人

节约一粒粮食，这完全足够5000人吃上一年啊。可见我们节约每一分钱，少浪费每一粒粮食，对

解决贫困地区温饱、减轻国家负担是有着都么重要的意义啊！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粮食，是我们的生存之本，如果有

那一天我们吃不上饭，就不能正常学习、工作：“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头等大事，粮食对于每

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可就在日常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有同学坐在哪里吃饭

哪里就撒的到处都是饭；有的同学买东西十分浪费，没有吃多少就进了垃圾筒；甚至有的同学中

午买盒饭时觉得配菜不合胃口也没吃就扔掉了。是的，这些饭菜在一些同学们看来也值不了多少

钱。但是这毕竟是父母用艰辛的汗水换来的啊！

         其实，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实做起来也很

简单：买盒饭时尽量选择自己吃得完的，做到少扔剩饭菜甚至不扔；餐厅里用餐点单时要适量吃

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当然，生活中不仅仅只是节约粮食，更要节约身边

的资源。勤俭节约并不难，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态。

         “勤俭自古为美誉，守成不易戒奢华”，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

奋斗的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作支撑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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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自立自强的。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精神。它不以物质是否丰富为前提就让我们

从今天做起，把勤俭节约的美德传承下去吧！

         我的讲话结束了，谢谢大家！

篇4：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大一班的庄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爱惜粮食》。

         今天是10月16日，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对！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粮食是农民伯伯在田里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是人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粮

食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必需品，我们有了粮食才能够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

人没有粮食吃，所以我们要爱惜粮食，不挑食、不剩饭。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成健康的好孩子！

         有一首古诗就告诉我们要爱惜粮食，古诗的名字叫《悯农》。请大家跟着我

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篇5：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早上好！

         昨天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是“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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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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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中午就餐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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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学光想买吃零食，不想吃饭；有的同学着急着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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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闹，饭菜冷了就毫不犹豫倒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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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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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不管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还是在高科技迅猛

发展的信息社会，吃，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准则之一，亘古未变。吃的来源是什么？粮食。它

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食粮。古人云：身披一缕，当思织女之劳；日食这餐，每念农夫之

苦。如果没有粮食，人类将无法生存。如果没有粮食，国家何谈发展。

         我们说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华夏自古重节俭

，珍惜粮食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必然要求，更是一名合格公民应尽

的义务。

         随着我国人口急速增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来看，粮食问题早已不是

个新话题了，“节约粮食”更是我们从小便熟知的字眼，从古人的“锄禾日当午”，直到现在人

们统计的精确数字，无一不表明粮食的来之不易。从播种至收割多少道程序，多少辛苦汗水，多

少双饥饿的眼睛在渴望⋯⋯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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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习惯，往往是从

小善小恶发端的。我们必须要懂得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道理，从珍惜一粒米开始，养成节俭的

好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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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情结，熔铸在你与我的心中，从而自觉的作到节约粮

食，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

篇6：珍惜粮食，勤俭节约国旗下讲话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珍惜粮食,今年是第三十六个世界粮食日。“世界粮

食日”的诞生,说明了人类对粮食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如果你去留心一下我国及世界的粮食形势,

这又可能会让你认识到节约粮食之非常重要。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而不是说你的生活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我们浪费一粒米 ,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丢弃的是

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丢弃的是对劳动人民的—片真挚情感,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格和精

神。节约是一种光荣,浪费是一种可耻。即使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生,他们在吃完饭交餐具时,也吃

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剩菜剩饭,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而我们中的一些学生,好像每天不倒掉点

儿饭菜就没面子似的,非要糟蹋粮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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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只要在我们脑子中

存有节俭的意识,例如在食堂就餐时,吃多少盛多少,做到不偏食、不挑食、避免剩餐、减少浪费。

能够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分钱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一份责任。今天在享受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让我们共同承担责任,共创美好明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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