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粮食的心得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实
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粮食的心得篇一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是世界人均值
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我
国东部60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
的0.75亩的警戒线。而我国由于设备和管理落后，粮食在收
获、储存、调运、加工、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
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产后粮食约有850亿公斤被白白浪费掉。
稍微关心时政的人都知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
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增加。

在每年为此花费巨额外汇的同时，粮食安全问题也已经成为
从中央高层到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触目惊心的浪费粮食现象，更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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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真挚情感，
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格和精神。我国现在还不富裕，在一
些贫困地区还有将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人皆有食，
也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曾实现了的梦想。世界性缺粮的状况在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得到根本转变。因此，浪费一粒
粮食也是很可耻的行为。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有了节约意识，做起来
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尊重劳动成果、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自觉意识。珍惜
粮食吧，这是在珍惜你的生活！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节约资源，健康生
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粮食的心得篇二

我是粮食战线上的一名新兵，2006年调入新单位。在领导的
重视和亲自安排下，我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
业务技能学习。重点学习了《粮食行政执法实用手册》上下册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三本书，在学习中，我作了读书笔记，
并就一些疑难问题请教了单位的老同志，然后进行了认真的
思考和总结。

通过学习，我初步了解和掌握了一些粮食行业的基本知识和
我国目前的粮食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的规定。逐步理解
和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
求，也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关键。《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赋予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明确的行政执法职能。在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认真落实好粮食
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国家
粮食调控目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

一、维护粮食市场流通秩序，保护种粮农民、粮食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打击不法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维护国家粮食法律法
规的严肃性。

三、保障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为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服务。



四、保证粮食流通统计数据的真实，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可
靠依据。

五、检验粮食流通法律、法规、政策效果和反馈完善政策的
建议。

以上是我学习的一点粗浅的体会。

我愿和同事们一道继续努力学习，掌握过硬的行政执法技能，
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为下一步尽快的开展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础。

粮食的心得篇三

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低碳消费的好习
惯。我校号召全校师生节约粮食，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因此，学校政教处向全校学生发出“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从我
做起”倡议，召开动员大会，在全校范围内，举行以“节约
粮食拒绝浪费从我做起”为主题的专题教育系列活动。

1.利用板报，红领巾广播站、班队会等加强对节约粮食的宣
传。

主要就我国人口增加、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压
力大等现状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树立节约意识。

2.组织四、五、六年级学生开展“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从我做
起”征文活动。

教育学生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约粮食行动中来，用实际行动
争做“勤俭节约”的好少年，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观念在校园内蔚然成风，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为建设文明、和谐的学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明确责任，强化分工。

学校成立了教育粮食反对浪费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此项工
作的领导和督促，明确小组成员工作职责，制定了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教育活动方案。要求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发挥表率作
用，带头做好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对发现问题及时通
报批评，限期整改，领导小组及时进行督查。

通过学生自身实践活动，引起他们对粮食问题的关注，让他
们了解粮食安全的意义和粮食浪费的危害，初步养成节约粮
食的意识和行为习惯。

粮食的心得篇四

在生活中，我们一天天长大，懂得了努力学习、懂得了孝敬
父母、懂得了尊敬师长、还懂得了珍惜友谊。成长过程中，
还有一些从难忘经历中明白的道理。二年级的一次，使我刻
骨铭心，那就是我懂得了节约粮食。

一年级的时候，我不懂得节约粮食。每一次吃饭时，都要倒
饭。爸爸因此没少批评过我，而我却不以为然地说，才几勺
儿饭呢，有什么好珍惜的。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倒饭，而
且越倒越多。爸爸见了，气的脑浆都快流出来了，火冒三丈
地说：好，以后每天给我少吃一顿饭，叫你不更正。

我还是和前面一样，不假思索地说，这点儿饭，想要做出来
是很容易的，怎么样?怎么样儿!反而，我却在一旁乐得手舞
足蹈，眉开眼笑。爸爸妈妈见状，白色的脸都快被气成紫色，
可我却若无其事，好像置身于ktv的处境中，忘乎所以。

一直到了二年级的国庆节，我才把这个坏毛病改正了过来。

国庆节时，爸爸买了小车，载着妈妈和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了



德化老家。准备割稻谷了，奶奶和姑姑大声叫到。爸爸和二
姑以及大家全副武装，而我则戴上了一个帽子，原来我是去
观看的。我赶到田间时，看到大家一个个豆子般的汗珠流了
下来，割了半天，才完成所有的一半。

眼看天就要黑了，大家更是争先恐后，加快速度，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我心想，原来粮食真是来之不易的呀!我一定要好
好珍惜。夜渐渐深了，大家总算是忙完了，个个满头大汗，
累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

“开饭了，我和妈妈大声喊道，满桌子上的美味，令我口水
直流。累了一天的大家聚在一起，桌上充满着欢声笑语。这
一顿饭，我吃得一粒米都不剩。大家也是一样，桌子上的菜
也被吃得一干二净。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
句话告诉我们，要懂得节约。是啊，粮食真是来之不易，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粮食，我也懂得了怎样珍惜粮食。

粮食的心得篇五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是世界人均值
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我
国东部60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
的0.75亩的警戒线。而我国由于设备和管理落后，粮食在收
获、储存、调运、加工、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
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产后粮食约有850亿公斤被白白浪费掉。
稍微关心时政的人都知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
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增加。

在每年为此花费巨额外汇的同时，粮食安全问题也已经成为
从中央高层到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触目惊心的浪费粮食现象，更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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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真挚情感，
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格和精神。我国现在还不富裕，在一
些贫困地区还有将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人皆有食，
也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曾实现了的梦想。世界性缺粮的状况在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得到根本转变。因此，浪费一粒
粮食也是很可耻的行为。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有了节约意识，做起来
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尊重劳动成果、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自觉意识。珍惜
粮食吧，这是在珍惜你的生活！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节约资源，健康生
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