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篇一

记得那是一次春节，那时的我才8岁，外公外婆特别喜爱我，
视我为掌上明珠。那时的我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偏爱零食，
不肯吃饭。而外婆常常给我零食吃。

春节那天，快到中午，我趴着床，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十
分悠闲。妈妈快步上前关掉电视，夺走零食，把我拉上饭桌
吃饭。我望着白白的米饭，顿时没有了食欲，将米饭推走。
妈妈见状，有将米饭推到我面前，并用凶狠的眼光盯着我，
我只好拿起筷子，慢慢地将米饭送入口里，吃到一半时，我
想把饭倒给狗狗吃。

乘大家不注意，我把米饭偷偷地倒进狗碗里后，装出若无其
事的样子，这时爸爸出现在我的面前，望了望我，似乎明白
了我的心思，说道；“你知道大米是从哪里来的吗？”我摇
了摇头，又说道；“你知道农民是怎样种庄稼吗？”我又摇
了摇头。

我与爸爸坐下，爸爸意味深长地说；“大米是由农民伯伯种
的，农民要播种，插秧，浇水，除草，经过这些，才能种出
庄稼。”听完后的我不禁背出了一首小诗——《悯农》。

后来我珍惜着每一粒粮食，没有浪费过一粒粮食。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篇二

2.创建节约型社会，从珍惜粮食开始！

3.节约资源，健康生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

4.桌上一粒饭，农民一滴汗。

5.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节约需从点滴起

7.珍惜粮食，养成节约好习惯。

8.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9.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10.粒粒粮食，滴滴汗珠，爱惜粮食，造福人类。

11.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

12、爱惜粮食，节约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3、普及节粮知识，提高节粮意识。

14、纪念世界粮食日，开展爱粮节粮活动

15.纪念世界粮食日，开展爱粮节粮活动

16.爱粮节粮，建设节约型社会

17.节粮从我做起，建设节约型社会

18.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



19.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0.一米一粟来之不易，爱粮节粮人人有责

21.纪念第_个世界粮食日

22.米粒虽小，尤见礼义廉耻，节俭事微，可助兴国安帮。

23.爱粮节粮，建设节约型社会

24.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5.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

26.节粮从我做起，建设节约型社会

27.一米一粟来之不易，爱粮节粮人人有责

28、打击非法经营粮食，维护粮食流通秩序。

29、科学用粮，节约用粮，共建节约型社会。

30、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篇三

都说现在人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谁又能懂得食物也是
来之不易的呀！就是因为出生环境不同，随意对粮食的爱惜
粮食的程度也不一样。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正确认识到
粮食的重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开始珍惜粮食！

通过这次班会《珍惜粮食》为主题，我们知道了食物的重要
性，中国粮食是不容乐观的，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粮食也
需要有足够的供给，再多的粮食也有枯竭的一天，如今，浪
费粮食是最可耻的行为之一，大家看到铺张浪费的人越来越



多，花样百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制止的话，后果很严重。
所以请我们大家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粮食。也许平时在你
眼中不入眼的食物，再别人眼中却是救命稻草。

相信大家都会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是又有几
个人能够不浪费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呢，你可知道每
一粒粮食都包含了农民伯伯的辛苦啊，正是因为他们的辛苦
劳动，我们才能吃得饱。

请大家爱惜粮食，减少浪费，从我做起。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篇四

我们放五一假时，好多人都出去旅游了。而在农田里劳作的
人们却不会放下手中的播种器外出旅游，他们依然会抓紧时
间把自家的地尽快种完。

春天的时候，室外的气温不是那么高。可是一到了夏天，那
火红的太阳就会散发出令人难以成受的高温。坐在教室里学
习的我们有时还会感觉到热，更何况是在地里正不知疲倦的
农民们呢。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了，却依然在天
地间忙碌着。

劳动的确是一份非常艰辛的工作。有的人因为常年劳动而积
劳成疾，在年岁大了的时候，再去劳动，就会非常痛苦；有
的人在地里劳动时，不得不跪着，为什么？因为他的腰太疼
了，有的人累的连站着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劳动人民不想让他们的劳动成果浪费掉，而是希望通过他们
的劳动，能够有更多的人脱离饥饿，能够吃饱饭。

珍惜你手边的粮食，他们的确来之不易呀！可以说每一粒粮
食都是我们的劳动人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



世界粮食日手抄报内容篇五

2008年12月5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1号决议，决定
自2009年起，每年的6月8日为“世界海洋日”。早在1992年，
加拿大就已经在当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
发出这一提议，每一年都有一些国家在这一天举办与保护海
洋环境有关的非官方纪念活动。但直至2009年联合国才正式
确立其为官方纪念日。

2009年是联合国首次正式确定的“世界海洋日”，联合国希
望世界各国都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
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同时也审视全球性污染和鱼类资
源过度消耗等问题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
响。2009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为“我们的海洋，我们的
责任”。

世界上很多海洋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海洋日，如欧盟的海
洋日为5月20日，日本则将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确定为“海
之日”。

设立背景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和海洋保护协共同发布了一份有关海洋环
境现状的报告。报告说，尽管国际社会和一些国家在制止海
洋污染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但这一问题依然非常严重。人
类向海洋排放的污染物正在继续威胁着人们自身的安全与健
康，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对海洋设施造成破坏，并
且也令全球各地的沿海地区自然风貌受到侵蚀。

这份报告说，一次性薄膜塑料袋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应当
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或逐渐淘汰。为此，联合国环境开发署
署长阿希姆•施泰纳专门向全球各国发出禁止使用一次性薄膜
塑料袋的呼吁。报告指出，塑料制品、特别是塑料袋和聚酯
瓶是最为常见的海洋垃圾，这些塑料垃圾慢慢地变成越来越



小的碎片，被海洋生物所吞食，其有毒成份在有机生物体内
不断积累，不仅威胁到这些生物本身，也有可能随之进入食
物链，造成更广泛的危害。

报告还指出，海洋垃圾的泛滥反映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大痼
疾，那就是对于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管理不善。减少垃圾数
量、改善垃圾管理和回收等措施，配合以经济刺激和惩处措
施，将有助于大幅减少海洋垃圾的数量。因此，不论政府或
个人都应对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管理予以更多重视。

此外，休闲旅游业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也造成了很大影
响。在地中海一些旅游区，全年75%的垃圾是在夏季旅游旺季
时产生的。在约旦，休闲旅游业带来的垃圾占海洋垃圾总量
的67%，另有30%来自港口运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