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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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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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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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工们：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过去两年来，
集团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攻坚进取、忠诚奉
献，务实重行、担当有为，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现了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共同创造了集团发展的历
史性成就，集团综合实力、市场竞争力、员工凝聚力、社会
影响力达到历史水平，呈现出崭新面貌。当前，正值集团跨
越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在迎来行业新变革带
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面临着
水、电、暖、耗材、保洁、环境维护等日常费用支出的高增
长压力。为号召全体干部员工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从自身
做起，从细节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
的优良习惯，营造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共抓节能降耗的浓厚
氛围，努力建设节约型企业和绿色和谐企业。

特向全体员工发出如下倡议：

充分利用自然光照，减少照明设备能耗;工作完成后及时关闭
电灯、计算机和空调，切断电源;离开办公室时间较长或下班
时做到随手关灯，杜绝长明灯;做到无人时不开照明、空调。



用水完毕后或发现龙头滴水现象，做到随手关闭水龙头，防
止跑冒滴漏。

提高纸张利用率，无特殊情况下尽量正反面打印,将只打印了
一面的纸重复利用;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充分发挥oa办公平
台优势,非涉密文件尽量通过网络传送,进一步减少纸质公文
印制数量;修改文稿尽量在电子媒介上进行，减少纸张消耗;
提倡信息共享。

妥善保管和按规定使用各种办公用品，提高使用效率，延长
使用寿命。对生产、生活当中更换的物品能维修的决不买新
的，能重复利用或改作它用的决不丢弃。平时注重保养爱惜，
如有损坏要及时修理。

从严控制车辆使用，严格把关审批。多处办公事的可采取合
并申请用车，尽量减少出车频率。驾驶员要增强节油意识，
掌握车辆保养和节油驾驶技巧，降低车辆使用成本和资源耗
费，延长车辆使用寿命。

坚持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会议、接待、招
待等尽量从简和节约。不该花的钱不花，能少花的钱不多花。

切实做到控制工程成本，把好工程“六道关”，即:立项关、
设计关、预算关、招投标关、材料采购关、验收结算关。

各级管理人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做到勤俭节约。
凡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员工不做的，自
己坚决不做。

倡议人：x

20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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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
题。“人有一颗勤俭节约的心，就等于拥有了大笔财富。”

记得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人们喜欢在门前挂
“勤俭”的字匾。有一年，有一个老人快要死了，他为了让
他的儿子，记住勤俭节约的美德，于是把“勤俭”两字分开
了。“勤”给了大儿子，“俭”给了二儿子。事后大儿子虽
勤恳工作，但不知道节俭，二儿子只知道节俭，而不知道勤
恳工作，最后，他们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于是两兄弟便决定把
“勤俭”两字合在一起，从此他们既“勤”又“俭”，终于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是啊!“只有勤来没俭，好比有针没有线。”下面我就给大家
念一首节约歌吧!

“勤俭节约是美德，积攒零钱用处多。不花零钱好习惯，处
处节约人称赞。”

同学们，让我们用行动来培育节约之花，让它开的更美丽，
更灿烂，让它开满神州大地，让它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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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不好!

我们的祖先，在从前的艰苦生活中，学会了勤俭节约，以他



们为榜样，勤俭节约便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美德传统。

勤俭节约一词，相信还会有不少同学在疑问：什么是勤俭，
而什么又是该节约的呢?要弄清这一点，还需要从浪费的根源
说起，比如说我们最常见：每天都要接触的水。有人认为水
多得是到处都有，用完了这一水池，它还会从山上流下，地
下冒出。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其实，我们人类在处
于缺水危险，虽然说地球的.3/4面积都是水，但可供人类食
用的淡水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要节约用水，还有我们吃剩
的饭菜，有的同学吃不完了就随便乱倒。

如果就是喝没法那么多，我们可以适当地圆票一点，这样我
们既省了点钱，又不浪费粮食。粮食的紧缺，也就是我们国
家遭遇的一个关键问题。大家可以排序，如果每个同学每天
须要1斤米，那么我们一个学校存有1000个学生一天就要1000
斤学生一天就要1000斤大米，一个月就3万斤。可想而知如果
更多呢?所以我们必须节约粮食，不要过余浪费。

还有许许多多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上需要节约的。只
要我们每个同学都有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那么我们就能成为
一个和谐、节约的人，那么我们的学校就成为了一个和谐又
节约的学校。

我的演说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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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
光你盘子中的食物。当前，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数量巨
大，“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身边的浪费比比皆是。我
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
产量的十分之一，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为了进一
步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大家一起来向“舌尖上的
浪费”说“no”。为此，我们向全县人民发出“光盘行动”倡议：



我们倡议，餐饮企业在餐桌上摆放“节约用餐”标识牌，为
顾客提供“小份菜”、免让节俭变成习惯。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古人云：一饱之需，不
必山珍海味;三餐之盘，定要一干二净。希望全校师生能重新
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和生活方面不攀比，牢固树立勤
俭节约的'意识。

3.做光盘行动的监督者，提醒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杜绝浪费现
象。

4.做光盘行动的宣传者，向身边的人宣传光盘行动，提倡勤
俭节约。

5.积极参加文明餐桌行动,营造节俭用餐的良好风气。

xx年6月13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手抄报篇五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为贯彻落实中央、教育部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及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大力推动节约型机关
建设，在全校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氛围，倡导积极健康的文
化风尚，我们向机关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发出如下倡议：

一、弘扬传统，倡导新风。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积极树立浪费也是腐败的理念，自觉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
义和奢侈浪费，争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传播者和示范
者。

二、节约水电，勤俭办公。爱水、惜水、节水，杜绝跑、冒、
滴、漏；减少开灯时间，避免电器空置待机；步行上下楼，
减少电梯使用；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功能，倡导无纸化办公；



合理使用公务电话，科学控制长途通话。

三、低耗差旅，节俭办会。差旅安排节俭高效，食宿交通不
超标，积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精简会议数量，控制会议时
间，坚持不摆放花草水果、不制作横幅背板、不插彩旗、不
设茶歇，校内单位间不送请柬、不发贺信、不赠礼品。

四、简约接待，文明用餐。公务接待，简单大方，不铺迎宾
地毯，不挂欢迎标语，不用高档菜肴酒水；积极响应“光
盘”倡议，不挑食、不丢弃剩菜剩饭，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文明用餐。

五、遵章守制，崇俭抑奢。积极遵守学校物资采购和财务等
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做特殊员工；身体
力行，反对浪费，积极制止和纠正铺张浪费的人和事，争做
勤俭节约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境界。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良好
的机关作风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为全面加快世界一流农
业大学的建设做出贡献。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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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智慧，节约更是一种责任，一
种品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可是，在学校食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许多同学将只吃了两口的馒头、整碗的饭菜倒掉。不一会儿，



泔水桶就倒满了。看着满桶满桶的剩菜剩饭，真是令人感到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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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艰辛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从节约每一粒粮食做起，
用实际行动为建立文明、和谐的校园作出奉献！在此，我们
向同学们发出如下建议：

1、爱惜粮食，防止剩餐，减少浪费，把碗里的`饭吃干净。

2、不偏食，不挑食。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

3、就餐时保持安静，文明就餐，保护餐具，保持餐桌卫生。

4、积极监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希望同学们积极响应，自觉履行建议，从我做起，从现在开
始，文明就餐，节约粮食，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同学们，
我们一定行！

此致

敬礼！

倡议人：xxx

日期：20xx年xx月xx日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手抄报篇七

近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舌尖上的浪费”，让人痛心
和警醒。

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



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
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
多的困难群众。这种“舌尖上的浪费”令人痛心。

“舌尖上的浪费”有民间的，更有官场的。人们去餐馆吃饭，
点完的饭菜吃不完就直接废弃在饭店;同时，公款吃喝之风盛
行，大行其道。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这道出了粮食生产的极为不
易。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意义重
大。有农业科技的发展，我们固然不需要有“谁来养活中
国”的担忧，但也绝没富裕到可以随意浪费的程度。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仅关系到对社会资源的珍视，更意
味着对他人劳动的尊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
们不能浪费口粮，糟蹋社会资源。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每个人都当从自身做起。摒弃餐桌奢侈
浪费的陋习，爱惜自己的劳动付出，量力点餐，避免浪费。
如果由于“心里没底”而超量点餐，可以考虑打包。

令人欣喜的是，倡导将盘中餐吃光喝净的“光盘”运动正在
兴起，一些普通公众、餐饮业者、公益组织参与其中。相信，
随着更多人加入，涓涓细流必能汇成珍视资源、反对浪费的
潮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

进一步地，反浪费的眼光不能仅放在舌尖上。比起舌尖上的
浪费，由于不科学的决策所造成的浪费更为巨大。比如将一
座建成时间不长的桥炸掉重建、将盖好没几年的楼推倒再建、
将刚刚挖开没几天的马路再次挖开……看起来是在轰轰烈烈
的建设，实际是触目惊心的巨大浪费!

反对浪费，眼光要从“盘里碗里舌尖上”放开去，不要忘记



从决策制度的层次去遏制这种动辄“推倒重来”、血本无归
的决策浪费。实干兴邦，“实”字为先，我们要管住花钱的
手、吃喝的嘴，更要管住发热的大脑，管住蠢蠢而动的欲心，
做实实在在的决策。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
来，狠刹浪费风。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手抄报篇八

“成由节俭败由奢”，奢侈浪费是败家败国的祸根。历史上
的有识之士从家族兴衰、社稷兴亡、朝代更替的无数经验教
训中得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深刻警示。
近日根据习总书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党中央提
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学下发了通知，要求在学员中开
展“讲节俭故事，读节俭格言，做节俭实事，写节俭文章”
活动，就是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警示中
作出的一个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兴衰的战略举措。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
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节
约这种美德为世代中国人所崇尚。早在春秋时期，俭朴就作
为一种公德，为智者仁人所大力倡导。《论语》中就有“夫
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其中“俭”就是节俭。意
思是孔子具有包括节俭在内的五种品德，所以能赢得人们的
信任。墨子也极力主张要在衣、食、住、行、丧葬等方
面“制为节用之法”。“节约”符合“天德”。奢侈浪费就是
“亏夺人衣食之财”，侵害别人的生存权。《左传》中
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把俭朴作为培养良
好道德的基础，把侈奢看成是一切恶行的根源。诸葛亮在
《诫子书》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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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在中国社会
发展的各个时期，艰苦朴素、勤劳节俭都作为一种被社会普
遍认同的传统美德，得到倡导、保持和发扬。这也是我国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却认为现在是改
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了，“节约”的道
德观念陈旧了，“节约”的道德要求“过时”了。有的甚至把
“节约”放在破除的行列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下，“勤俭节约”时下几乎成了“小农经济思想”的代词。
奢侈被认为有“派头”，“节约”反被认为“无能”。有的
人奢侈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享受生活，尽情消费”，
“好日子先过，超前消费”，“打肿脸充胖子，玄耀消费”
成为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尚”和生活理念。在生产生活中浪
费水、电、油、纸的现象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有些
人民“公仆”，在“节约”与浪费大错位的问题上，也是非
不分，甚至带头讲排场，比阔气，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据
报道，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
共计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
亿元。这7000亿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
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的代价是538元还多。如果
听任这种奢侈浪费之风蔓延，我们中华民族“富不能淫，贫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精神支柱就会被摧毁，我们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丧失，最终危及我们的宏伟大
业。这种错误倾向是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的。

诚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全
国农村还有2900多万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城市还有1800
多万人是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有不少贫困地区教师
发不出工资，孩子上学缴不起学费;有不少地方是靠中央的财
政补贴在维持生活;还有一些已经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遇到
自然灾害后，又重新回到贫困状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
待无时思有时。”我们国家毕竟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
发展中国。即使达到小康水平，也谈不上富裕;即使到本世纪
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没有理由可以奢侈浪费。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节约建国，节约办一切事业。”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
中国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并无多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丰厚的自然资源可以依赖。可走
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艰苦创业，尽可能地节约每一点有限的
资源，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尽可能地节省每一份财力、物力，
将之用到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用的地方;尽可能地用辛勤的汗水
一点一滴滋润我们的国土。从这个意义上说，勤俭节约是我
们这个民族最可珍贵的财富，最可依赖的资源，也是我们可
以有信心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真正优势和可靠保证。勤是
甘泉水，俭是聚宝盆。节约不仅是在物质条件匮泛时的权宜
之计，而是一个优秀民族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德和精神状态，
也是一个进步社会所应当倡导的文明风尚，是一个当代公民
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节约是一种不竭的财富。无论是在艰
难困苦的逆境之中，还是在条件优裕的顺利之时，这种道德
要求都不会过时，也不应当过时。

现在世界是许多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注意
节约。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许多，他们人均收入是
达两万多美元。但他们的学校都进行各种“忆苦思甜”教育，
挫折教育，教育下一代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从而居
安思危，自强不息。瑞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他
们生产也注意节约节俭，过日子注意精打细算。扪心自问，
我自己做得很不够。家中的纸壳、塑料瓶等觉得太少不值得
卖，太多又占地方，很多时候都弃之不要，许多废旧电池不
知该如何处理。不能做到一水多用，一物多用，旧物巧利用，
不能积极倡导和监督周围的人。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我想“善小”就是节约的一小事，“恶
小”就是浪费的点点滴滴。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需要在平时的
小事和各种勤俭节约实践中养成。

积羽沉舟，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每个人
都不注意节约资源，那么我们的资源储备将无法承载中华民



族的发展之舟;滴水成河，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做到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它所汇集的力量将不仅是我们国家走向未
来的支撑，也是我们民族对于地球和人类的馈赠。

“不要把浪费当成潇洒，你挥霍的是一种修养;不要把节约看
成尴尬，你培养的是一种美德。”当我们抱怨空气污染、沙
尘暴频繁、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同时，何不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张
纸……如果我们不重视节约，那么，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叶子
就将是我们的食物，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就是我们的眼
泪——珍惜资源，崇尚节约是你我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智慧，节约更应该成为一种习
惯和风气。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行
动，找回失去的节约意识，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节
约一张纸，节约一粒米开始，持之以恒，在建设节约型社会
中，将节约这个“传家宝”进一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