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国粮食心得体会(模板6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
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小编给大
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
有所帮助。

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一

节约粮食也是一种美德，尤其是我们学生最需要去培养的。
这一次就我学校要求学生节约粮食来谈谈我的体会。

这次学校没有要求我们节约粮食之前，我看到的是到处浪费
的行为，尤其是食堂吃饭浪费的最多。都说粮食得之不易，
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到成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中真正去做到珍惜的却
很少。如果不是这次学校对我要节约粮食的要求，大概还会
继续浪费很多的粮食。以往在食堂吃饭的同学，都是大得多
吃得少，一般都是会倒掉的，很少有人去真正的做到光盘，
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说的简单，做起来难得多。

这次学校在食堂内贴了很多的关于节约粮食的标语，食堂阿
姨也是被叮嘱了的。在通知我们要节约后，我们在食堂打饭，
阿姨都会跟我们说吃多少，就打多少的饭菜，不够再去向她
添加。实际上这措施是不好实施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权益被
侵犯了，会觉得学校是故意不让他们吃饭似的。因此我在观
察了一段时间后，包括自己也按照学校要求去做的时候，是
有些不习惯的。但是于我来说，其实还算好的额，毕竟我本
身吃的也不多，少给我大一点，刚刚好，只是有一点不太习
惯这样而已。

在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除了前期大家很难



适应后，后面同学们也都努力去适应了，开始知道要去节约
粮食，也懂得节约的好处了。毕竟当他们没有吃饱的时候，
阿姨是会再给他们添饭的，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温饱。只是
大家原来都习惯了浪费，还没有把节约意识建立起来，因而
没有办法短期内得到适应。但是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应
学校这个要求去做，浪费的现象还是得到了缓解的，没有像
以前那样严重。虽然还是会有，但是不可避免，毕竟实施的
时间不长，那些为了告诫对大家不要浪费粮食的标语还没能
深入人心，大家自然这种意识也就不强，还有待提升。不过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加长，大家一定会培养起这个习惯和意识，
一定会配合学校做好节约粮食的行动，也一定可以真正的做
到节约。通过这样大的一个措施，也让我明白节约粮食是我
们大家必须要去做到的，因为这样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今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出来，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
包子，咬了一口，随手就扔了，我见此情景就赶紧跑了过去，
要劝劝那个小男孩。“小朋友，你是几年级的啊？”“我是
四年级的，你要干什么呀？”“你不应该把没吃完的包子扔
掉呀！因为那是粮食呀！”“我想扔就扔，不用你
管！”“你这么说就错了，因为那都是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
天，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吃饱了，再吃就吐了。再说
了我扔包子关你什么事，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这
么说就错了，粮食的用处可大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
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粮食除了可以吃，还可以做酒，制
做味精。如果钱是宝，粮食就是宝中宝。

现在生活虽然好了，但是也不可以浪费啊！假如我们一天浪
费一个包子，全校所有人一天浪费多少多少个包子，一年能
浪费多少个包子呢？就从小事说起吧，浪费东西就是浪费钱，
你知道父母挣钱有多么不容易吗？”“我错了，我以后再也
不浪费东西了！”“我希望你按你说的做，再见！”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了现在的人太浪费了，我也做过这样的
事情，比如说有了一个东西再买，再买的东西就故意弄坏了。



我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不再浪费东西了！

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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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粮食行政执法实用手册》一书中，我主要学习行政执法
与执法监督基础理论及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实务两大
块内容以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依据。通过第一篇的
学习，我初步了解了什么叫行政执法（包括行政执法的特征
及种类以及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执法的依据（宪法、
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什么是行政执法的主体以及
行政执法的特征和种类。接着我们又学习了行政执法的行为
（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行政执法
监督（层级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通过
第二篇的学习，我基本掌握了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程序，
明确了我们粮食行政职能部门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需
要两个抓手，一是执行宏观调控的载体，包括企业和市场。
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机制，包括发挥载体调控作用的机制和



市场监管的机制。认识到新时期做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的意
义有以下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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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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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随着全国主流媒体对“舌尖上的浪费”大加挞伐，一
项倡导将盘中餐吃光、喝净、带走的“光盘行动”正在全国



兴起，并得到许多民众、餐饮业经营者、公益组织的热烈响
应为此，我们号召全体同学积极参加到“光盘行动”中来。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不能忘记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更不能忘记全国仍有1亿多贫困人口。

我们倡议，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我们倡议，家庭餐桌上，倡议根据营养学合理搭
配荤素菜比例，按需买菜、煮菜，以每顿饭家庭成员刚好吃
完、吃饱为准。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吃光
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棵菜。

我们倡议，以“光盘”为荣，“剩宴”为耻。就餐点菜时，
适度适量，吃饱为好。实在吃不了，记得兜着走。剩饭要打
包，减少奢侈浪费，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我们倡议，同学们既要做“光盘行动”的实践者，也要
做“光盘行动”的推动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光盘行动”，
参与“光盘行动”，用省下来的钱，多做好事，多做公益。

同学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勤俭不是吃苦，而是对有
限资源的珍视。从今天午饭开始，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
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加入光盘族，一起对
“浪费”说不!”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那么，
不妨就从参加“光盘行动”开始吧!

“吃光盘中餐，今天不剩饭”。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
起，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吗?期待您和您身边的人加入“光
盘族”!

提醒身边的人，积极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做节约宣传员，
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节约粮食。



“光盘行动”体现的是居民品质和责任。我们都是社会的主
人，每个学生都要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开始,从细微处做
起，从节约粮食做起，争做节约粮食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
范者，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约粮食的行动中来，让节约引领
风尚，共同为建设文明、和谐、环保的社会环境作出应有的
贡献!

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五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反对浪费粮
食现象，培养他们自觉养成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的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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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以“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为主题的专题教育系列活动。

学校成立校长任组长的“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活动领导小
组及分管后勤督导员为组长的“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活动
工作专班。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明确小组成员工
作职责，制定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教育实践活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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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充分利用广播、国旗下讲话、黑板报、led显示屏、主题班
团会等形式，向全体师生发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倡议
书及学校实施方案，引导师生不断增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意
识。

2、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以“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为
主题的班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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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学
生树立节约意识。



3、通过加强对学生餐厅的督查，查找浪费粮食现象，教育师
生认识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重要性，懂得“粒粒皆辛苦”
的深刻意义。

4、向学生讲解粮食生产、加工过程，明白农民的辛苦，从自
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1、组织“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签名活动，要求全体师生踊
跃参加，并进行宣誓，以表明自己“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
决心，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

2、实施光盘行动，积极倡导崇尚节俭、科学饮食、健康消费
的生活理念，摒弃铺张浪费等不良的饮食消费习惯。

3、在七年级举办以“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为主题的手抄报
活动，在八年级举

办以“节约粮食”为主题的黑板报活动，让节约意识深入学
生内心。以主题班会观摩课的形式让“节约粮食”的观念更
加深入师生的心中。

4、开展领导师生共进餐活动，发挥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引
导学生逐步养成自觉爱惜粮食、文明用餐的好习惯。

5、教育做节约粮食宣传员，向家人，亲朋宣传浪费粮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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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督促家人、朋友和同事，时时讲节约、处处不浪费。

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品质，节约是一种责任。相信
摄影小组师生同心协力，拿出实际行动，从现在做起，从点
滴做起，节约粮食内化为自觉，成为习惯，让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的行为在我们的校园蔚然成风，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
约粮食反对浪费的节约行动中来，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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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食心得体会篇六

“光盘行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光盘”指吃光盘子
里的食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还没有这种意识。

就像我，前几天，我刚吃完饭，随手拿了一本《爆笑校园》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突然，只听一声：“刘畅！你快给我
过来！”老爸大吼一声，吓得我连手上的书都掉到了地上。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犯上了啥“滔天大罪”，看来，“老爸
电视台”又要发表意见了。

我战战兢兢地往餐厅走去，只见吃饭时还一脸阳光的老爸，
现在却乌云密布，我的心头仿佛悬着一块石头。

“你自己看，你吃过的饭，落了那么多，像小鸡啄米一样到
处都是！”“哼，竟然为这事，不就是几粒饭嘛！用得着这
样吗？”哪知我这句话如火上浇油，把爸爸心中的怒火给燃
烧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一人一天掉一
粒饭，一天全国就要掉13亿粒米。这浪费的程度可够一人吃
上620年了！”我听了，嘴巴张得大大的。想起刚才做的事，
我感到惭愧万分。爸爸又说：“好了，你到客厅去，把《悯
农》背5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就这样，我慢慢地背完了。

通过这一次教训，我深深地明白了：要节约粮食，争做“光
盘族”。同学们，你可不能像我一样浪费粮食哦！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我想大声呼吁：“节约粮食，从我做起！”节约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责任。朋友们，粮食来之不易，赶快行动起来吧！



爱惜粮食，从现在做起，从我们做起，文明就餐，争做节约
达人，加入“光盘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