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散文
(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一

珍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这个主题，
我也有着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体会。珍惜粮食首先是从细微之
处开始的，我们要从自己身边做起，改变自己的一些不良习
惯，养成合理用餐的习惯。其次，我们要倡导节约粮食的理
念，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粮食的珍贵性，
并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科
技，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
求。

首先，要从自己身边做起，改变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很多
人在用餐时总是贪多嚼不烂，将许多精美可口的食物浪费掉。
我曾有一次吃饭时同桌的朋友点了一份非常大的饭菜，结果
吃了一半就放弃了，剩下的让服务员扔掉。我觉得这样的行
为非常可惜和浪费，便劝他既然点了这么多，就应该吃完。
如果实在吃不下了，可以打包带走，或者分享给其他人。要
养成适量用餐的好习惯，不浪费食物。

其次，我们要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让
更多的人认识到粮食的珍贵性，并行动起来。学校可以加强
对粮食浪费问题的教育，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让同学们深
刻理解粮食浪费对社会和自己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可以加大
对粮食浪费的处罚力度，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社
会各界也可以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向更多人普及节约粮食的



相关知识和技巧，让人们明白粮食的来之不易和浪费的后果，
以行动支持节约粮食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科技，提高粮食
产量和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农业是国
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如何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是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加大科研投入，发
展高效耐旱、抗虫害的新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提高粮
食的综合产量和品质。同时，也需要鼓励农民采用现代化农
业生产方式，提高粮食的种植效率和质量。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提高人们对粮食的认识
和尊重，节约粮食资源。珍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
务，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节约的意识，行动起来。从自己身边
做起，改变自己的不良用餐习惯，不浪费食物。同时，我们
也要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粮食的珍贵性，并行动起来。最后，还需要更多的创
新和发展科技，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食
物的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粮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实现粮食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珍惜粮食，从身边做起，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二

每当我们在垃圾桶里看到只咬过一口的面包，看到同学们没
吃完的饭菜，大家会是什么感受?难道我们的粮食真的就那么
充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不，不是的。到现在还有1亿
人因为吃不上粮食而挨饿着。

非洲有，美洲有，亚洲有，甚至欧洲也有。我们来算一笔帐，
中国约13亿人，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粒米，一星期就浪费
了91亿粒米，一个月就浪费了390亿粒米，一年就浪费了如同
一座山一般高的`一堆米。如果每人节约一粒米，那就能大大
减轻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供应困难。我们学校的餐厅中，剩



饭剩菜一会儿就倒满了泔水桶，看着十分可惜。虽然餐厅的
墙上贴满了要珍惜粮食的提示语，可又有谁会真正去做呢?大
会都会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

口头上说说浪费粮食是可耻的行为，自己也不一样在浪费吗?
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浪费，认为祖国地大物博，浪费
一点没关系。但是，我国人口约13亿，每年净增长是1200万
人;人均耕地面积1、2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全国40%城市
人口消费粮食依靠进口。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
荒漠化等种种现象在蚕食着耕地面积，我们的粮食从哪儿来?
是靠农民们种出来的!节约粮食，应从日常生活做起：吃饭时
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吃不
完的饭菜打包回家，不能浪费。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你我做起，让节约粮食不
再成为一句空话!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三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建国以来，我们以占世界7%
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与此同时，粮食浪费却与日俱增，作为社会公民，我
们应当自觉担负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责任，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时值“世界粮食日”、“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来临，横山
县粮食局、农业局、妇联、共青团县委联合向全县城乡居民、
粮食生产和消费者倡导开展“家庭农业-供养世界关爱地
球”“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的群众性活动，并发出如下
倡议：

一、争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学习节粮爱粮知识，反对讲排场、摆阔
气、搞攀比，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弘扬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爱粮节粮的新风尚。

二、争做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践行者。从我做起，从一日
三餐做起，适量定餐，避免剩餐，合理消费；到食堂饭店就
餐，提倡打包剩余饭菜，以“光盘”为荣，以剩饭剩菜为耻，
坚持“餐餐不余、年年有余”，争做爱粮节粮的表率和楷模。

三、争做节粮增收的示范者。积极改善粮食储存、运输条件，
减少产后损失，推广农户科学储粮建设工程，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全面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
篇大文章，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争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广泛宣传爱粮节粮的相关知识
和减少浪费的措施，增强节约意识，影响和带动生产和消费
者及全社会加入到爱粮节粮的实际行动中来，引领崇尚节俭
的社会新风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凝心聚力，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共
创节约型家庭、节约型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入粮食短缺问题的严重性（200字）

粮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能量
来源。然而，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农
作物减产，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全球至少有8.1亿人面临饥饿，而在这背后，每年约有13亿吨
粮食被浪费。同时，大量的水资源也被浪费在种植过量粮食
上。面对如此惨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认识到珍惜粮食



的重要性。

第二段：粮食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不断增加（250字）

尽管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却经常忽略粮食资源有
限的事实。大自然中的水、土地和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这些资源却未必能够无限供应。然而，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粮食需求却持续不断地
增加。再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和对粮食浪费的盲目态度，粮
食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我们必须珍惜每一粒粮食，以
确保人类长期的食物安全。

第三段：粮食浪费与粮食价值的认识不足（250字）

粮食浪费是当前粮食短缺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对于
食物的价值没有足够的认识，面对餐桌上的菜品总是“眼高
于肚”，挑食只选自己喜欢的部分。同时，在餐厅或家庭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浪费大量的食物。据统计，全球每年扔掉的
食物大约有30%是可食用的，这些食物的浪费不仅浪费了农民
的努力，也浪费了水和土地资源。我们需要重拾对粮食价值
的理解，从每一顿饭开始，才能更好地珍惜粮食。

第四段：珍惜粮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250字）

要真正珍惜粮食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合理的规划和购买合适的食材来减少食物的浪费。在了解家
庭成员喜好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大家尝试新的食物，用不同
的方式烹饪美食，发挥粮食的最大价值。其次，合理存储食
物也是减少浪费的重要手段。正确使用冰箱和食品保鲜方法，
合理控制食物的存放时间，避免因过期造成食物的报废。最
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和进行公益宣传来推动
粮食节约的实施。只有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行动，才能够形成
人人珍惜粮食的风尚，让粮食的浪费成为过去。



第五段：倡导珍惜粮食，共建可持续未来（250字）

珍惜粮食不仅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企
业和学校等各方面都应该加强粮食节约宣传和管理。政府可
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粮食浪费监测系统。企业可以
通过粮食回收利用和资源再利用的方式来减少食物的浪费。
学校可以加强粮食教育，让学生从小学会珍惜粮食。通过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总结：只有当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粮食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才
能够真正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做到珍惜每一粒粮食。
通过改变我们购买、烹饪和消费的方式，我们可以减少粮食
浪费，共同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珍惜粮食，让每一
粒粮食都发挥出它的独特价值。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约是一种智
慧，节约亦是一种责任，节约更是一种涵养。

然而，在学校用餐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许多
同学将只吃了几口的饭菜倒进剩饭桶中。更有甚者，把饭菜
倒在垃圾桶里、厕所里，看着这些剩饭剩菜，实在让人心疼！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浪费粮食就是践踏农民的劳动成
果，就是无视我们父母的辛勤汗水。同学们，让我们继续发
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从节约每一粒粮食做起，为建设文
明、和谐的校园作出贡献！在此，我向全校师生发出如下倡
议：

1、爱惜粮食，杜绝浪费。



2、不偏食，不挑食，以勤俭为荣，以浪费为耻。

3、就餐时保持安静，做到文明就餐，爱护餐具，保持桌面卫
生。

4、看到浪费现象及时制止。

希望广大师生积极响应，自觉履行倡议，从现在开始，从我
做起，节约粮食，文明就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倡议人：

时间：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