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大全7
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应用。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一

1、练习快跑和躲闪跑，提高身体的灵敏度和协调性。

2、体验运动带来的乐趣。

1、平整一块空场地，画一个大圆圈。

2、幼儿站位如图：

1、带领幼儿做厨师操：送菜(跑)，切菜(上肢运动)，炒
菜(上肢运动)，翻饼(下蹲配合手腕运动)。

2、游戏：贴烧饼。

(1)交代游戏站位：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面向圈心站成
内外双圈，圈内站两名幼儿。(如上图)。

(2)介绍游戏方法：圈内两人以猜拳决定追逃者，一人追，一
人逃，被追者在圈内穿梭跑，如快被追上时站在一位内圈小
朋友的前面，即为安全，如果被追上，则互换角色。

(3)幼儿游戏，根据活动量跳着游戏次数。

各种各样的瓜游戏活动：



捉瓜贼

1、培养幼儿蹲走、追逐跑的技能，发展动作的协调灵活性。

2、感受游戏中相互配合，共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斗笠，箩筐，毛巾，西瓜头饰，音乐磁带等。

1、热身活动：请幼儿集体学西瓜做翻滚动作。

(1)种瓜人在地里劳动，和西瓜说悄悄话(幼儿聚集蹲在地上
扮作西瓜)

(2)种瓜人去休息了，这时，小偷悄悄跑到地里来东敲敲，西
敲敲，偷走熟西瓜。种瓜人回来了，发现少了西瓜，心想肯
定是被那个小偷偷走了。

(3)种瓜人找到小偷说：”我的西瓜会答应的。”小偷说：”
我的西瓜也会答应的。”于是小偷开始叫：”……”一连叫
了好几次，西瓜也没答应。种瓜人说：”……”，西瓜答应
了：”哎”。

(4)小偷发现自己露馅了，转身就逃，种瓜人和西瓜娃娃一起
去追…….

3、可反复进行几次，第一遍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

4、放松活动：送西瓜娃娃回家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二

（詹）：我是xx，本期内容的主题是――爱惜粮食，节约粮食。

（张）：随着时代发展，吃饭已经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问
题了。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还要多；而



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4。但是，我们却用
这么少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1/5的人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
大的成就。许多外国的专家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我为
我们国家的壮举深感自豪，为我们勤劳智慧的人民感到无比
骄傲！

（詹）：诚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要
清醒地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正处于饥饿之中，同
样也包括我们国家一些贫穷落后地方的人们。实事上，我国
的粮食生产与消耗一直处于紧张的平衡状态，粮食生产增速
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沉浸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
就之中，走出了以前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一种铺张
浪费的风气悄然升起。生活好转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随便
浪费粮食的现象，比如说许多没有动过的饭菜被无情的倒进
下水道，在垃圾桶、废品袋中，躺着整包的面包、饼干等等，
看了真叫人心疼。

（张）：食堂里，餐馆里，厨房里到处都是剩饭剩菜，到处
都随手扔掉的馒头面包……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怎能不扼
腕痛惜。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形成了一股不正之
风，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不是因为生活
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就养成了这种不节约粮食，
浪费粮食的坏习惯呢？我们应该深刻的反思自己。

（张）：是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倒掉的是剩饭，
流走的是血汗啊。 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伯伯长满老茧的手中
辛苦的种出来的，一碗小小的米饭，要经过播种、浇水、施
肥、收割等等很多道程序才能端上饭桌呢。也不知道每天有
多少只浪费的手，将他们无情倒入垃圾箱。

（张）：是的，浪费可耻，谁闻谁恶！不能说我们的生活好
了，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

（詹）：可粮食真的是表面看起来的这么充足吗？不是的。



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每5人中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
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
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1千万人的生命，由于直接或间接
的营养不良，全球每4秒钟大约有1人死亡！

（张）：听了你的介绍，还真的吓一跳呢！

（詹）：对啊，起初我看了这组数据也非常震惊。可在现实
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甚至认为浪费
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还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有用不
完的粮食呢。然而事实却很令人担忧啊！要知道，目前我国
人口已经超过13.5亿，每年的净增长的人数是1200万人，可
我们耕地面积却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耕地不够，
粮食就少了，所以全国40%的城市人口所吃的粮食都需要从外
国进口。

（张）：真是触目惊心啊！我们国家粮食这么少，随便浪费
就太对不起祖国了！农民伯伯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没有他们
辛勤地劳动，我们也不会吃得个个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尊重农民伯伯，尊重粮食，珍惜粮食，认
认真真把每一顿饭不浪费地吃完。

1.珍惜粮食，减少浪费，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2.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看到浪费现象勇敢
地起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

3.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
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到
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张）：节约是美德，节约是责任。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身
边开始节约粮食吧，珍惜粮食就是在拯救你自己的灵魂。日
省一把米，月节一斤粮。凡事贵在坚持，节约从点做起，尽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养成节约的好习惯，树立节约的好风
尚！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新时尚，新潮流！
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富有，我们精神也会更加
的富足！

（詹）：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到此结束，老师们，同学们，让
我们下期再见！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三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一班的陈。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生
活，珍惜粮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从我们牙牙学语时，父母就教我们背诵《锄禾》这首诗，让
我们懂得稼穑的艰难和节约粮食的重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浪费粮食的现象却随处可见。所以，为了唤起大家珍惜粮食
的意识，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党
中央、国务院把世界粮食日的那一周定为“节粮周”。

作为我们这一代，不要以为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就可以随
便浪费粮食。要知道：中国人口已超过了13亿，人均耕地面
积却不到1.5亩，仅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
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可见，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做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把珍惜粮食的
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珍惜粮食
不过是举手之劳。比如：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
不挑食;少吃零食，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
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对浪费的现象，我们要坚决反
对，坚决抵制，用实际的节约行动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尽
到一份责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热爱
生活，节约资源，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四

大家好！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是我国“珍惜粮
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就是“__”。

古代教育家孔子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民以食为天。由此
可见，“吃”是多么重要！缺少粮食，我们很难生存，缺少
粮食，我们国家难以发展，缺少粮食，我们人类更有可能走
向灭亡！

建国__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物质应有尽有。有的
同学甚至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有必要从一粒米上节
约吗？我想说的是：很有必要！

请各位同学想一想在学校食堂餐桌上你是否将饭菜吃一部分
就倒掉？你是否将吃了几口雪白的馒头、包子扔在地上？当
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可惜，感到心疼？我们从小就
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

同学们，你们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吃不上饭的人们在苦
苦挣扎！你们知道吗，在发展中国家，每5个人中就有1个长
期营养不良，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饥荒已成
为地球人的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一千万人的生命。因此，
节约粮食值得同学们思考。

同学们，节约是美德，节约是品质，节约是责任。“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同学们，
让我们行动起来，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不乱倒剩饭做起，
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自觉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好习惯。从细微处做起，用实际行动做建设“节约型校园”



的带头人，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衷
心地希望我们每个人从节约粮食做起，强化节约意识，节约
学校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水，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让每一
个人都快乐地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阳光下！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五

上幼儿园时，我觉得粮食取之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浪
费什么就浪费什么。

上小学了，让我知道了一些西北小孩吃不上粮食，饿死的新
闻，让我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但是，还是会浪费一些自以
为不喜欢的菜。

我也看过一位正上大学的大姐姐吃一些特别”难吃”的饭，
边吃边说：”这个饭菜特别好吃。”这一句都让我惊呆了。

每当我饭里还有几粒米饭的时候，奶奶对我说：”把这几粒
米饭吃掉，千万不能浪费，浪费可耻呀！”所以奶奶的饭碗
经常是连米粒子印几乎都没有。

从小到大，从幼到老，每个人对粮食都不同的态度和感受。

幼时的童真，压根都不知道粮食从哪里来的，不知道粮食的
来之不易，以为粮食从天上掉下来的哩！想吃就吃，不想吃
就不吃。

长大了，上小学了，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在小学中很多
人搭理宣传不要浪费粮食，那又有什么用呢？心中总是蹦出
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脑中想这种难吃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不喜欢吃的就统统浪费掉。无法控制这种”优越”感只能听
从——浪费。



到了高中大学，我看见过一些哥哥姐姐一般到高中大学里几
乎每次吃饭都会把饭菜统统吃光，也看过哥哥姐姐们吃一些
难吃的菜也会吃光。这种”优越”感就渐渐消失了，而且对
这个粮食取之不易的理解更高一等，粮食也就没有浪费了。

老年呢！这要谈起20世纪50年代，老百姓那时候，都吃着粗
粮，细粮很少吃，穷人吃个馒头也算是心满意足了，奶奶便
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经历过，把不浪费的理念始终奉行，
在那时候有个几乎不会有人得的病——营养过剩，而现在呢？
很多人得了这病，不是他们太苦，而是我们太幸福。

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呢？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六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食于大地粮，应人人为节》。

明天，是10月16日，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明天是世界粮食
日。

我们常常会在食堂里看见这样的景象，学生们手持盘子，排
着长队，将未吃完的食物倒入桶中；也常常会听见这样的声
音，铁质的盘子用力地敲击在桌上，随后“哐当”一声丢入
餐盘箱里。食堂阿姨费力地推走装满了的泔水桶，又推着另
一只空桶进来。

中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xx亿元，被倒掉的
事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这个惊人的数字相信每位同
学都听过，“光盘行动”，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当我们用“穷到吃土”来开玩笑时，大海的另一边，却真的
有很多人，因为土地的限制无法种植粮食，而以土饼充饥。



我们是幸运的，从未体会过缺少粮食的感受。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美好，而不是成为我们浪费的理由。

有那么一位老人，一直在为解决全球人民的粮食问题不断努
力。88岁仍下田搞科研，他用毕生精力提高粮食产量，这位
老人便是袁隆平。“超级稻”“海水稻”，袁隆平取得的成
就不可估量。科研人员辛辛苦苦钻研提高水稻产量，每亩提
高5斤或10斤都很困难。正是这样，我们更应当尽自己的一份
力。每一粒粮食，都要经过辛苦栽培和风雨洗礼，方能孕育
成美味。所谓“你浪费的，正是别人渴求的。”一粒米，一
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从一日三餐做起，从我们自身做起，
节约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或许我们体会不到那种饥饿，
但是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感激大自然的馈赠。
要知道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也曾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时
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约是我们的责任，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粒米虽小君莫
扔，勤俭节约留美名。以勤俭为荣，以浪费为耻。凡事贵在
坚持，节约从点滴做起。按照自己的需求取多少饭，这看似
微不足道的行动，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都可以坚持，取得
的成果一定是巨大的。这样既是不辜负科研人员的苦心，也
是为节约献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从平时的一点一滴，为节
约粮食作出我们的贡献。

粮库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七

二、本课目的：通过召开这一次主题班会，从小养成爱惜粮
食的习惯，让同学反思自己对待粮食的态度，从而懂得日常
饮食的一些良好习惯，能做到爱惜劳动果实；让同学们养成
物尽其用，不浪费，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三、本课形式：表演、小品、背诵等

四、过程设计：



（一）  主持人宣布班会开始导出班会主题

古人云：身披一缕，当思织女之劳；日食这餐，每念农夫之
苦。如果没有粮食，人类将无法生存。如果没有粮食，中国
何谈发展。

（二）  让本放小记者对本班同学以珍惜粮食为中心进行
采访，并将采访答案与同学交流。

（三）  请同学们观看《小品喜怒哀乐羊肉串》，以此告
戒同学们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食品问题早已不是个新话题了，“节约粮食”更是我们从小
便熟知的字眼。不管是从何丽珠和朱佳颖演出的小品还是李
奕炜等同学演出的小品，我们不难得知隐藏其中的道理。

（四）以令人震惊的数据来告诉同学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培
养同学们勤俭节约的好品质，好品质。最后，宣布班会结束。

（五）教师小结。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和所有人
的号召与呼吁，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情结，熔铸在你与我的心
中，从而自觉的作到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
现在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