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 勤俭节约手抄报
内容(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篇一

1.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萨迪

2.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
的腐化。——卢梭

3.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司马光

5.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6.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李绅《悯农》

7.钱币是圆的，所以容易滚走。——托里安诺

8.金钱这种东西，只要能解决个人的生活就行，若是过多了，
它会成为遏制人类才能的祸害。

9.节约莫怠慢，积少成千万。——范继亭赞同

10.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

11.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先秦《左传昭公十九年》



12.节省下来多少，就是得到多少。——丹麦

13.节俭是你一生中食之不完的美筵。——爱默生

14.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

15.节俭是致富的秘诀。——英国

16.节俭是天然的财富，奢侈是人为的贫困。——希腊

17.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

19.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资治通鉴》卷二百
三十四

20.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
难的地方！——方志敏

21.节约与勤勉是人类两个名医。——卢梭

22.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

23.君子以俭德辟难。——《周易•否》

24.节约莫怠慢，积少成千万。——范继亭

25.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篇二

1、周恩来总理勤俭节约的故事，妇孺皆知，成为美谈。他一
贯倡导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要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
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
风”。周恩来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
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



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
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
谁也不准例外。

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
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
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
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
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
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
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
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2、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一生粗茶淡饭，睡硬
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
穿了2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
不吃鱼肉、水果。

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的一句英国谚语是“节约便
士，英镑自来”，每天深夜她都亲自熄灭白金汉宫小厅堂和
走廊的灯，她坚持皇家用的牙膏要挤到一点不剩。

4、号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日本丰田公
司，在成本管理上从一点一滴做起，劳保手套破了要一只一
只的换，办公纸用了正面还要用反面，厕所的水箱里放一块
砖用来节水。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篇三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古人云：力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节约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内在诉求。换句话说，
勤俭是一种文明，一种抄守。一种品行，更是一种素养，它



应当也必须被我们广泛传承。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节约要从
小处着手，从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做起，但我们的行为
却与节约意识反差很大，在不经意中就造成了诸多浪费。

我觉得，关键还是态度的问题。勤俭节约，不是口号，也不
是运动，更不是强调一阵就销声匿迹话题，在它的背后往大
了说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远见，往小了说它反映的是我
们对生活的觉悟和境界。所以，勤俭节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例如对废物进行在利用，随手关灯，关电
器，珍惜粮食等，这对我们都是再小不过的事，然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正是这点点滴滴，汇集起来便是十三亿正能量。

行动起来吧同学们把节俭当成自己的责任，把节约意识真真
正正落实到生活学习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勤俭节约，从我
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篇四

1、季文子

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家庭，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著
名的外交家，为官30多年。他一生俭朴，以节俭为立身的根
本，并且要求家人也过俭朴的生活。他穿衣只求朴素整洁，
除了朝服以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每次外出，所乘坐的车
马也极其简单。见他如此节俭，有个叫仲孙它的人就劝季文
子说：“你身为上卿，德高望重，但听说你在家里不准妻妾
穿丝绸衣服，也不用粮食喂马。你自己也不注重容貌服饰，
这样不是显得太寒酸，让别国的人笑话您吗？这样做也有损
于我们国家的体面，人家会说鲁国的上卿过的是一种什么样
的日子啊。您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这种生活方式呢？这于己于
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而我则妆扮妻妾，精养粮马，这哪里还有为官的良心！况且，
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国强与光荣，只能通过臣民的高洁品行表



现出来，并不是以他们拥有美艳的妻妾和良骥骏马来评定的。

既如此，我又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呢？这一番话，说得仲孙它
满脸羞愧之色，同时也使得他内心对季文子更加敬重。

此后，他也效仿季文子，十分注重生活的简朴，妻妾只穿用
普通布做成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也只是用谷糠、杂草来喂养。

2、勤俭节约的民间故事

有这么一个民间故事：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
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
美满。相传他临终前，曾把一块写有“勤俭”两字的横匾交
给两个儿子，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想一辈子不受饥挨饿，
就一定要照这两个宇去做。”后来，兄弟俩分家时，将匾一
锯两半，老大分得了一个“勤”字，老二分得一个“俭”字。
老大把“勤”字恭恭敬敬高悬家中，每天“日出而作，日人
而息”，年年五谷丰登。然而他的妻子却过日子大手大脚，
孩子们常常将白白的馍馍吃了两口就扔掉，久而久之，家里
就没有一点余粮。老二自从分得半块匾后，也把“俭”字当作
“神谕”供放中堂，却把“勤”字忘到九霄云外。他疏于农
事，又不肯精耕细作，每年所收获的粮食就不多。尽管一家
几口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毕竟也是难以持久。这一年遇上
大旱，老大、老二家中都早已是空空如也。他俩情急之下扯
下字匾，将“勤”“俭”二字踩碎在地。这时候，突然有纸
条从窗外飞进屋内，兄弟俩连忙拾起—看，上面写道：“只
勤不俭，好比端个没底的碗，总也盛不满！”“只俭不勤，
坐吃山空，一定要受穷挨饿！”兄弟俩恍然大
悟，“勤”“俭”两字原来不能分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吸取教训以后，他俩将“勤俭持家”四个字贴在自家门上，
提醒自己，告诫妻室儿女，身体力行，此后日子过得一天比
一天好。



节约电的手抄报的内容篇五

2、奢侈总是跟随着淫乱，淫乱总是跟随着奢侈。——孟德斯
鸠

3、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
的腐化。——卢梭

4、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司马光

6、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

7、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

8、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况

9、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

10、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11、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白居易

12、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以伐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
流长也。——魏徵

13、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

14、成由勤俭败由奢。

15、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