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书吧（www.wenshuba.com）
办公文档免费下载

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讲话稿合集

篇1：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讲话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有这样一则新闻：走进某学校的食堂，俨然一座粮食山出现在记者的的眼前

，麻雀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学生们剩下食物。多么令人惊叹的景象啊!若是每个学校的食堂都出现这

样的一幕，那全中国一年要浪费掉多少粮食，国家财产将受到多大的损失。

         铺张、浪费现已成为一项极其严重的话题，这一危害人类未来的定时炸弹清

除迫在眉睫，倘若在人们解决它之前，一次小小的爆发都将使人类遭受极大的灾难。

         现今社会的浪费已趋向多元化，粮食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人才的浪费无不

给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这一为世人所公厌的家族正逐渐壮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全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类肆无忌惮的浪，毫无保

留的费，我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滋长了浪费这一可怕家族的势力。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多亿元，因水污染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更是多达400多亿元。多么可怕的数字啊!这还仅仅是中国，世界如此之广大，浪费

资源造成的损失何只这些。而更可怕的是，现在的人们浪费的不仅仅是资源，时间成了一部分人

的浪费对象。众所周知，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个

人除去睡觉、吃饭，还能剩下多少时间，而总有一些人依旧浪费着它，难道他们不知道浪费时间

就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吗?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还会生存得了多久呢?假使有一天，人类

无法在地球上继续待下去了，人类面临灭绝的灾难的时候，人们会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是为什么吗?

当我们意识到是我们自己对资源的浪费，我们自己对资源的大度，使这个地球毁灭，使人类灭亡

，我们会后悔吗?

篇2：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讲话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xx，非常荣幸能够来这里参加“勤俭节约”主题演讲比赛，我演讲的题

目是《粒粒皆辛苦，浪费太可耻》。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学习过《悯农》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从小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传承勤俭节约的美德，不仅是因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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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精神品质，更是我们后代人能够得以生存的保障。但是在今天不禁想要问大家，我们一直

传承着勤俭节约，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自古就有言道:“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节俭，是讲道德的人之间共同拥有的品质，而奢侈却是邪恶中最大的恶。我们很早就懂得浪费可

耻的道理，但是真正的浪费现象仍然在我们身边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反而更加

不懂得珍惜了。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我们万分珍惜手中的粮食，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而

如今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着，浪费的现象却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

个人对于浪费的现象其实都不陌生，在生活中就有许多浪费的例子，比如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学校

生活中，有很多同学在洗手时水龙头总是不停的流着，一刻也不停。而有的同学在打完水之后也

不管水龙头是否关好就直接走了，总能看见那些清澈的水在水龙头下一直流着，水就这样被浪费

掉了。我们还能随意利用水资源，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我们看不见去不了的一些边远地区，连

满足日常的吃水都是问题，他们经常会吃到不干净的水，也有可能几天都没有一点水源。看着那

些干涸的土地，看着那一双双裂了缝的手脚，我们又怎能忍心浪费我们现在拥有的水资源呢?

         而且我们当下最严重的浪费现象就是餐桌上的食物浪费，有时候因为我们拿

不准饭量或者为了单纯的面子，就会点满满的一大桌子菜，当我们吃不了的时候，经常这些菜就

被随意的浪费在桌面上，这就导致了食物被大范围的浪费。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每一粒食物背

后都是辛勤工作人员的汗水，付出。记得有一次在家里吃饭时，妈妈给我盛了一碗米饭，当时我

并不是太饿，简单的吃了几口。还剩下小半碗米饭就不打算再吃了，我就把打算把米饭直接倒入

垃圾桶，见壮爷爷就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

         当时记得爷爷跟我说，我这半碗米对于他们那个年代几乎是不敢奢侈的美食

，如今却被我随意的浪费着。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饭粒撒在了桌上，爷爷直接捡起来就吃了，我

当时还怪怨爷爷不讲卫生但后来才了解到爷爷生在那样一个年代吃饱都是问题，所以他们那代人

才更加懂得珍惜粮食。

         同学们，时代在发展着，社会在不断进步着，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好了，但

同样也更提醒着我们要继续把勤俭节约这个优良传统美德传承下去，不能因为发展就反而忘了过

去老祖宗留给们的瑰宝，越是向前看，越要懂得节约资源，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粮食也是有限

的，懂得节约要从我们做起。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篇3：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讲话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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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在人们生活的不断富裕，浪费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嚼了一半的面包

，咬了一口的馒头，吃了一半的米饭，喝了一半的汤⋯⋯这些在贫困地区吃不到的食物却被我们

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在生活中，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没能得到全面的控制。有关数据显示，中

国人在饭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扔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粮食，舌尖上的

浪费让我们觉得十分心痛。

         “崇尚节俭，摒弃浪费”从我做起。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中午，我把饭盛得

满满的，可是因为没有我爱吃的菜，我就打算趁着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把饭倒掉，结果不巧被

爸妈发现了。爸爸严厉地问我：“为什么要把饭倒掉?”我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没有我爱吃的菜

。”妈妈说：“你不是学过《悯农》这首诗吗?背一遍。”我一愣，漫不经心地背着：“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妈妈说：“既然你会背这首诗，那怎么不在行动

上爱惜粮食呢?你知道吗?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人人节约一粒米，拯救世间千万人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听着脸红了，又重新回到餐桌上，大口大口地把米饭吃完

了。从那以后，我心中就有一个概念：爱惜粮食，从我做起，杜绝浪费，现在做起！

         后来，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地区的人们因为没有粮食吃而

被活活地饿死，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吃的是粗糠和杂粮，各个都是面黄肌瘦的。每当我看见

垃圾桶边上放着许多剩菜剩饭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贫困山区农民饥饿的情景，心里觉得很惭

愧，这些米饭可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和勤劳的汗水换来的！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爱惜粮食，人人有责！”其实节约粮食做起来

很简单：吃多少盛多少，不要剩饭菜；不挑食、不浪费。注重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节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在崇尚节俭的绿色生

活方式中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篇4：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讲话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xx班的xx同学。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珍惜

粮食，杜绝浪费”。

         1997年11月第20届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决议确定，每年的10月16日为“世界

粮食日”，其宗旨是在于唤起全世界对发展粮食生产和珍惜粮食的高度重视。世界粮食日所在的

那一周则定为节粮周，在节粮周里我们作为中学生要积极响应号召。

         说到珍惜粮食，我想起我们耳熟能详的《悯农》，能和我一起背一下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想必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它表现了农

民种田很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教育我们大家都要珍惜粮食，可是我们真的做到珍惜粮

食了吗？其实同学们有所不知，从地里的禾苗到我们每天碗里香喷喷的米饭，远远不仅是农民伯

伯们在田地里头顶烈日，抛洒汗水的劳作呀！粮食从播种，收割到加工成成品粮，这其中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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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道工序，这得需要有多少农民和工人为此付出心血呀，所以每一粒粮食我们都必须要珍惜

。

         当我们肆意将盘中餐变成残渣时，有谁还记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古训呢？当我们将吃不下的食物当作垃圾投进垃圾桶时，有谁想到“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

”的事实呢？我们浪费的同时，世界上还有10多亿人们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其中8亿人处于饥饿

状态。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他们不敢奢望学习，温饱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最大的渴望啊！

         同学们，我们一起高举珍惜粮食，不多盛，不乱倒的旗帜，高举杜绝浪费，

不乱丢，不乱弃的旗帜。争取做一位优秀的旗手吧。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美丽的金秋十月，在这个收获

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打造节约的良好风尚，一起打造文明和谐的美丽城市，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

吧！

         谢谢大家！

         XX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