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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的校园广播稿

篇1：节约粮食的校园广播稿

         (张)：当灿烂的晨曦温暖着整个校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的花环。

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付出一份真诚，打造爱的世界。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红

领巾广播又在老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四(1)班的xxx。

         (詹)：我是xx，本期内容的主题是——爱惜粮食，节约粮食。

         (张)：随着时代发展，吃饭已经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了。我们国家有1

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还要多;而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4。但是，我们却

用这么少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1/5的人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许多外国的专家学者都

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我为我们国家的壮举深感自豪，为我们勤劳智慧的人民感到无比骄傲!

         (詹)：诚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世界上

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正处于饥饿之中，同样也包括我们国家一些贫穷落后地方的人们。实事上，

我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耗一直处于紧张的平衡状态，粮食生产增速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沉浸在改

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之中，走出了以前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一种铺张浪费的风

气悄然升起。生活好转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随便浪费粮食的现象，比如说许多没有动过的饭菜

被无情的倒进下水道，在垃圾桶、废品袋中，躺着整包的面包、饼干等等，看了真叫人心疼。

         (张)：食堂里，餐馆里，厨房里到处都是剩饭剩菜，到处都随手扔掉的馒头

面包⋯⋯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怎能不扼腕痛惜。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形成了一股不

正之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我

们就养成了这种不节约粮食，浪费粮食的坏习惯呢?我们应该深刻的反思自己。

         (詹)：还记得《悯农》那首古诗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而这种美德就在我们浪费的一粒粒粮

食中丢失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浪费的那点粮食不算什么，当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人人

都浪费一点点，这个浪费的量是多么的巨大啊!如果我们人人都节约一点，节约每一粒粮食，这个

量又是多么的巨大呢!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那一张张饥饿的面庞，一双双骨瘦如柴的双手的时候，

看着你浪费的那些粮食，难道不会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吗?

         (张)：是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倒掉的是剩饭，流走的是血汗啊。这些

粮食都是从农民伯伯长满老茧的手中辛苦的种出来的，一碗小小的米饭，要经过播种、浇水、施

肥、收割等等很多道程序才能端上饭桌呢。也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只浪费的手，将他们无情倒入垃

圾箱。

         (詹)：粮食这么来之不易，我觉得如果随便浪费了，实在是一种很可耻的行

为。你觉得呢?

                               1 / 7



文书吧（www.wenshuba.com）
办公文档免费下载

         (张)：是的，浪费可耻，谁闻谁恶!不能说我们的生活好了，浪费得起就可以

浪费。

         春分竖蛋技巧(詹)：可粮食真的是表面看起来的这么充足吗?不是的。事实上

，在发展中国家，每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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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万人的生命，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营养不良，全球每4秒

钟大约有1人死亡!

         (张)：听了你的介绍，还真的吓一跳呢!

         (詹)：对啊，起初我看了这组数据也非常震惊。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甚至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还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有

用不完的粮食呢。然而事实却很令人担忧啊!要知道，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5亿，每年的净增

长的人数是00万人，可我们耕地面积却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耕地不够，粮食就少了，

所以全国40%的城市人口所吃的粮食都需要从外国进口。

         (张)：真是触目惊心啊!我们国家粮食这么少，随便浪费就太对不起祖国了!农

民伯伯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没有他们辛勤地劳动，我们也不会吃得个个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希

望每一位同学都尊重农民伯伯，尊重粮食，珍惜粮食，认认真真把每一顿饭不浪费地吃完。

         (詹)：是啊!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粒米也可以折射出一个人、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对待节俭的态度。借着今天广播的时间，我俩想对同学们发出几点倡议：

         1.珍惜粮食，减少浪费，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2.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起来制止，尽

力减少浪费。

         3.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积极监督身边

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

         (张)：节约是美德，节约是责任。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身边开始节约粮食吧

，珍惜粮食就是在拯救你自己的灵魂。日省一把米，月节一斤粮。凡事贵在坚持，节约从点做起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养成节约的好习惯，树立节约的好风尚!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节约粮食

成为一种新时尚，新潮流!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富有，我们精神也会更加的富足!

         (詹)：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到此结束，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篇2：节约粮食的校园广播稿

         七彩的花环。

                               2 / 7



文书吧（www.wenshuba.com）
办公文档免费下载

         乙：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上午好!

         甲：巴小红领巾广播又和大家见面啦，本次的广播由我们五(1)中队主持。我

是主持人(屠XX)

         乙：我是主持人(李XX)。节目之前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吧，你知道“光盘”行

动吗?

         甲：嘿嘿!这个我在网上看见过，好像是一个网名叫徐霞客的人，他倡导人们

不要浪费粮食，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后来，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

持。

         乙：是的，他是(国土资源报副社长)，他在微博中写道：“‘天天光盘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里的东西

!”之后网友们自发发起不剩饭菜、晒出吃光后餐具的“光盘行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引起

众多媒体和网友的热烈反响。

         甲：是啊!我们中华名族以“勤俭节约”为荣，以“挥霍浪费”为耻，那你记

得我们中午进食堂喊的口号吗?

         乙：那当然啦!低年级的口号是：进食堂要做到“有秩序、不说话、讲卫生、

不挑食。”高年级的口号是“一粥一饭当之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甲：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吃饭时做到珍惜粮食、讲究文明。食堂是我们就餐

的主要场所，你有没有注意到，本学期我们食堂门口多一样什么东西?

         乙：这我倒没注意，多了什么?

         甲：多了一块由昆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文明食堂”铜牌，这是

我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上面还写着“文明用餐，以俭养德”呢!每当我们走进食堂看

着这块铜牌，高声喊着口号时，你还能浪费盘子中的粮食吗?不仅在我们的食堂，现在我们有了更

好的条件，大家都吃上了“营养午餐”，请大家更不要浪费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的食品了，也不要

忘了及时处理好包装袋和果皮，保持班内的整洁。我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要从日常生活、日常

小事做起，不要铺张浪费。

         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许你并未意识到自己

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一点点也算不了什么。然而事实是：我国人口多而耕地少。目前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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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正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递减;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

         甲：据统计，从1981—1995年间，全国共减少了耕地8100万亩，每年因此而

减少粮食生产500亿斤。而且现在这个减少速度仍然不断加快，现实绝对不容乐观!节约粮食，是

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乙：浪费是可耻的。从进校园的第一天，老师就教我们一首古诗：“锄和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只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我们从小就明白，农民伯伯一年到头在

田里干活，流了许多汗水，才浇灌出我们离不开的粮食。他们多么辛苦，我们怎么能不珍惜粮食

呢?

         甲：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也许有人说：“不就是点粮食吗，你浪

费得起就可以浪费。”你可知道，你的这种行为正在扔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不爱惜粮食

的人，也会不爱惜其他的一切，到头来只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样的人，最终会被社会抛

弃。

         乙：我们需存有节约的意识，在校园内倡导“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安

静光荣，嘈杂可耻”的文明就餐好风气。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挑食、不挥霍、不乱倒剩饭剩

菜。一起参与“光盘行动”!拒绝浪费，从我做起，晒出自己吃光的盘子，一起向浪费说不，争做

节约达人，向舌尖上的浪费说再见!让这一新时尚，成为我们新时代每个人应该具备的一种高品质

。同时将这些好习惯带回家中，带动家人一起落实到行动中去。

         甲：让我们从今天做起、从现在做起，向“光盘行动”致敬，共同创造“节

约型学校”“节约型社会”。下面我来公布本周红领巾信箱的投稿情况：一(3)班2篇，她们是薛

晓冉和戴欣然小朋友，你们的春天写得真美，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哦!其它的是三(2)班4篇;四(1)班3

篇;四(2)班3篇;四(3)班3篇;四(4)班4篇;五(1)班3篇;五(3)班2篇;五(4)班2篇;六(1)班8篇;六(3)班6篇。有

很多同学一直都坚持着给我们红领巾信箱投稿，你们要继续坚持，相信以后你的写作水平会大大

提高，还有本次四年级整个年级段都有稿件，你们真棒!并且这次我们还收到了六年级多篇稿件。

下面我们先来听听六(3)中队奚文心同学给我带来的《春的到来》

         乙：最后我来选读一篇六(1)中队田溱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小故事《海龟》。

         甲：大家听了这两篇文章有什么感想吗?文章中教了我们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世上有太多太多优秀的文章值得我们去慢慢品味，大家也在努力试着写出更出色词句，也许下一

个“莫言”就在我们中间。今天的红领巾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我们下次再见!

篇3：节约粮食的校园广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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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当绚丽的晨曦暖和着整个校内，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的花环。

         女：贝贝之声又和大家见面啦!

         女：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由我们五1中队主持，我是主持人。

         男：我是主持人。

         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日的勤俭节约，珍爱粮食特殊节目!

         男：你知道10月16日是什么节日吗?

         女：我知道，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选定10月16日作为世界粮食日因为联

合国粮农组织创建于1945年10月16日。1981年10月16日是第一个世界粮食日，2024年世界粮食日的

主题为发展可持续粮食系统，保障粮食平安与养分。

         串联词男：随着时代发展，吃饭已经不再是威逼人类生存的问题了。我们国

家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还要多;而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4。但是，

我们却用这么少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1/5的人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宏大的成就。很多外国的专家

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我为我们国家的壮举深感骄傲，为我们勤劳才智的人民感到无比傲慢!

         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奢侈粮食的现象。或许你并未意

识到别人或自己在奢侈，其实奢侈粮食的现象就在你我的身边，中午吃完饭后，食堂的桌上，地

上洒落的饭粒，同学们，你们可曾见过?请听我们班同学王越鹏的作文《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佳作观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想必这首唐

诗大家都会背，都会懂它的意思。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奢侈粮食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虽然

父母、老师从小就教化我们，可是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个呢?

         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比我们父母小时候要华蜜多了，不愁吃穿，想要什么基

本上就会得到，但我们应当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在饿肚子，比如我们的邻国朝鲜，最近还在向

其他国家求支援粮食。作为我们这一代，要珍惜粮食，疼惜粮食，杜绝奢侈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我们要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刚上小学的我，特别不留意节约粮食，早上买了馒头，咬了一口，不好吃，

就顺手扔了，为此妈妈不知指责了我多少次，而我总是屡教不改，于是妈妈找来了不少的报刊、

杂志，让我仔细看一看，想一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贫困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的贫困地区，也有很多人吃不上饭。特殊是一些非洲国家每年饿死的人就太多了，

那一女女饥饿的脸，瘦瘦的的身体，渴望的眼神，这深深地刺激了我，从今我再也不敢奢侈粮食

了。不光是我，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应当去做到，可是，我们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

大部分同学中午都在学校食堂就餐，虽然，老师一再教化我们要节约粮食，提出了光盘行动，要

求我们把所盛的饭菜吃光，但还是会有同学背着老师和检查同学，倒掉许多剩饭剩菜，放学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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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就去买零食吃。

         我想要告知这些同学，当你们倒掉剩饭剩菜时，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父

母或许正在为一餐饭而在辛苦奔波。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做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把疼惜粮食，节

约粮食的行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就要大家都做到：外出就餐，适量定餐，避开剩菜，削减奢

侈;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看到奢侈现象，英勇制止;向家人宣扬奢侈粮食的可怕后

果;主动监督身边的亲朋好友，刚好制止奢侈粮食的现象。信任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我

们就能节约出更多的粮食来帮助那些饥饿的人。

         女：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

、整个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勤俭节约的故事数不胜数。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

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着香;小葱豆腐，意味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

。原来，朱元璋给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会请众官员。

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待!皇帝伟人都如此节约，何

况我们呢?

         结束语

         合：同学们，本期的贝贝之声到此结束，请班主任和学生互评，让我们下期

再见!

篇4：节约粮食的校园广播稿

         甲：敬爱的同学老师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心灵之声。我是来自xxx

班的xxx。

         乙：我是来自xxx班的xxx。

         甲：现在人的生活状况提高，普遍都进入了小康家庭，于是高富帅，白富美

，土豪等等称号渐渐出现出来，各种炫富，奢侈的现在也在社会上出现。

         在街边到处可见奢侈现象，喝了一半的奶茶，吃了一半的食物到处乱扔，许

多人常常会买一些不必要的，或者重复的东西，最终发觉没什么用，摆在家里只能积灰。有生活

的好的，自然也有生活的差的，在农村的孩子们连饭都吃不起，而城市的我们却因为想和别人攀

比和父母吵架，农村的孩子连个像样玩具都没有，而我们的沙发上却摆着一排积灰的玩具。

         乙：人们都只想着自己有钱的时候该如何挥霍，却不想想在没钱的时候该有

多么的窘迫，月光族，当月的钱当月花，月头挥霍，月尾穷的叮当响。虽说不能太节约，但是也

要适当的节约一点，适当的理财存钱以备时常之需。今日我们就来说说各种奢侈现象吧。

         甲：记者近期在多个城市了解到，餐饮业每天剩宴惊人。在一些高档酒店的

包间，不少菜基本是原样未动。其实缘由很简洁因为中国人要面子的思想始终未杜绝。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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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奢侈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甲：据餐厅的工作人员所说，来这里的老板一般都不会打包，第一是因为他

是一名老板，假如他在饭桌上做出这种行为有些人就会瞧不起他，明明是个老板却还这么节约，

其实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老板虽说是老板，但他也是一个公民，他应当要做到节约粮食，能打包

的尽量打包带走。假如这种行为发生在国外，那么同餐的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自私，不懂得珍惜

的人。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

众，资源短缺问题，依旧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认为语重心长的道德教化当然须要，

但切实要削减公款制造的中国式剩宴，光说教没用，要害是限制冲动、扩女的公权力。试想，就

算每餐都吃得光光，成天到大酒店吃喝，一顿吃掉一头牛就可以吗?

         乙：说了这么多，下面就来为大家支支招如何杜绝餐桌上的奢侈吧。第一：

别一次性点太多菜，很多人认为点的多诚意也就越高，其实吃饱吃好吃饱才是最好的选择。其次

：几个人吃点几道热菜点热菜的道数，最好依据就餐人数来确定。这样既能吃饱，又不会奢侈。

假如就餐的男士多，千万别以为一群男士确定吃得多，其实男士往往专注在喝酒上，推杯换盏间

就没空吃菜。女士多一些就多点素菜。第三：主食尽量提前上桌凉菜热菜汤主食，这样上菜的依

次好像成了固定模式。不少人直到酒足菜饱时才想起来点主食，这时主食就简单奢侈。其实提前

吃主食，在胃里垫垫，既能削减油腻食物的摄入量、减轻肠胃负担，还能预防醉酒。

         甲：希望大家以后尽量不要再奢侈食物了，尽量把自己点的菜全部吃完，假

如觉得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也可以少点一些，带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感谢收听新一期的校内广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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