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浪费的演讲 爱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演
讲稿(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粮食浪费的演讲篇一

大家早上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
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古往今来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
过艰苦奋斗的阶段所以都很勤俭节约。但是对于守业者来说
则正好相反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容易贪图奢侈享乐最
终的命运必然是事业的衰败国家的灭亡。这是几千年历史所
昭示的真理。

今天就让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古人
曾云：勤俭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永无穷坐食山也空。
这些古语意在告诉我们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勤俭节
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的传家宝。这些金玉
良言指引着数代人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并代代相传。

古语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粮食的可贵便那样简单地倾泻而出而反观现在随处可
见的“舌尖上的浪费”它让每一个字都那样沉重地烙印于心
间。我们被奢靡之风吹昏了的不仅是行为还有心灵。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爷爷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
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倘若没有他的丰功伟绩我们也就
吃不上如今的粮食作物。或许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便是振



臂呐喊：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唤醒社会示以警钟。

民以食为天且行且珍惜。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粮食浪费的演讲篇二

大家好！

我是xx班的xx，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珍惜粮食这个话题，随着经
济的增长，现在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
我们学校也是出现了浪费粮食的现象了，每次在食堂吃饭的
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很多粮食都浪费了，很多人没有吃完，
甚至吃了一两口就不吃了，这是一种非常浪费的行为，浪费
可耻，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觉悟才是，只有对严格的去督促自
己，珍惜粮食，从自己做起。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一定不能够浪费粮食，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我们应从细节做起，在吃饭的时候本着
吃多少打多少的原则，避免饭打多了吃不完的现象出现，平
时浪费的现象大多数就是因为吃不完，饭菜打多了，所以同
学们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能够知道自己吃多少，在新的学
期当中一定要督促好自己，粮食来的不易，我们现在衣食无
忧不缺乏粮食，这些都是先辈们的努力，才能够有我们现在
的生活，这样的条件来的不容易，虽然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
好了， 但是我们应养成一个珍惜粮食的习惯，一定不能够忽
视这一点，我们从自己做起，大家主动起来去做好这件事情，
从自己的做起，这样才能够影响到周围的同学。

我们不应该出现浪费粮食的习惯，作为一名学生应该要养成
这样的习惯，一定要搞好这方面的习惯，杜绝浪费能吃多少
就打多少饭菜，除了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还有
在家里也是一样的，不能够浪费，包括在饭店我们都应该珍



惜粮食，能够点多少吃多少，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
觉悟哦，成为一名有素质的学生，一个人不能够影响多少，
但是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就不会有浪费粮食的现象了，很多
人就是抱有一种乌无所谓的心态，每次浪费一点点粮食，然
后找一些借口，觉得浪费一点点也没有什么，但就是因为有
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一直给自己的找借口，这不是我们作为一
名学生有的行为，浪费是可耻的，就是每次一点点，但是积
少成多会浪费很多粮食。

同学们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虽然条件好了起来，但是
切不可浪费粮食，我们没有感受过饥饿，所以大家都没有这
方面的感念，但是我们慢慢养成珍惜粮食的习惯，这样的概
念就会产生的，让我们去认真的做到这一点。

粮食浪费的演讲篇三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节约粮食，从你从我做起》。

所以为了唤起大家爱惜粮食，珍惜粮食的意识，每年的10
月16日就成为“世界粮食日”。虽然现在的中国地大物博，
物产资源众多，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但是浪费粮食的
现象也随处可见，“节约”一词在不少人的心里已日渐忽视
和淡忘了。

要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挨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自
创立以来，不定期地进行了5次“世界粮食调查”。从这些调
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饥饿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扩
大。长期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之苦的人口8.54亿。面对如此
严峻的粮食问题，我们浪费粮食？作为我们这一代，不要总
以为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我们的耕地面积只有全世界的百
分之七却要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可见珍惜粮食，
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从
小做起，从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拿出实际行动来爱惜
粮食，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俭以养德”，自古以来，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值得彰扬的
美德。我们中国，之所以要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因为
中国浪费不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每个人只要
浪费一点，总数就非常惊人。同学们，其实节约粮食，就是
不浪费，做起来很简单：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不挑食。
这样做，既符合节约的要求，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最后，我大声呼吁，人人应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请大
家珍惜粮食，杜绝浪费，从你从我做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粮食浪费的演讲篇四

大家好！

我来自_班，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庄严的国旗下，为大家
作"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演讲。

而今天，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唱着雄壮的国歌，迎接
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在幸福的同时，我
们有没有想到为祖国做了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祖国分忧呢？
我们生活在丰富的物质环境里，不愁吃不愁穿，快乐无忧的
生活和学习，在这个优越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淡忘"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的品质。我们每天吃的一米一粟，从春种到秋收，
从种子到我们的盘中餐，是多少生命和汗水成就的啊。当它
还是一粒种子时，勤劳的农民们顶着烈日为它浇水施肥，用
汗水把它灌溉；当它长成后的收割之日，地里又有多少无名
昆虫用生命成就了它的丰收；这时候一年的光阴也悄然而逝。
当它被运到我们的学校，又经过了食堂师傅们多少的心血，
精心的烹饪才变成了我们面前美味的盘中餐。可是，在学校
食堂里，有许多同学把只吃了几口的馒头扔到了餐桌上，把
只吃了几口的饭菜倒掉……据调查发现，平均每5位同学中就



有1位倒掉小半碗饭菜，倒掉了3分之1饭菜的同学更多。看着
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实在令人可惜。

当我们肆意将盘中餐变成残渣时，有谁还记得"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幸苦"的古训？有谁想过用米粒堆积成的山丘可以供多
少人充饥？当我们将仅剩一口的食物丢弃时，"厨中有剩饭，
路上有饥人"啊，有谁想过战争及自然灾害中难民们那渴求食
物的眼神呢？当我们在寝室里将吃不下的食物当作垃圾投进
垃圾桶时，有谁想到"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的事实呢？
同学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可又有谁曾想过这些食物来之不易呢？我们浪费的同时，
世界上还有30多亿人们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还有8亿人口处
于饥饿状态，尤其是南部非洲的人民，更是长期缺乏食物。
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他们根本不敢奢望学习，温饱对
于他们而言就是的渴望啊！

另外，从我们国家而言，目前我们中国的人口是13亿，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是世界人均耕地的四分之一。目前
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宝贵的耕地也日渐消失，粮食产量供
不应求；再加上食物在收割、加工等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损耗
和浪费，最后能真正成为我们盘中餐的粮食并不是我们所想
象的那么充足，在我国依然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孩子被饥
饿包围着······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让我们进一步
明确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特殊意义。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现在做起，要拿出
实际行动，为党为国家分忧，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
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每一粒浪费，
从我做起，如果看到浪费现象，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制止，
杜绝这种不良风气的滋长；当然，仅在学校做到不浪费粮食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
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
若有剩余的要打包带回家。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
时制止浪费粮食现象的发生。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美丽的金秋十月，在这个收获
之季，让我们一起打造节约的良好风尚，打造文明和谐美丽
的.长江中学，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吧。

谢谢大家。

粮食浪费的演讲篇五

大家早上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
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古往今来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
过艰苦奋斗的阶段所以都很勤俭节约。但是对于守业者来说
则正好相反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容易贪图奢侈享乐最
终的命运必然是事业的衰败国家的灭亡。这是几千年历史所
昭示的真理。

今天就让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古人
曾云：勤俭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永无穷坐食山也空。
这些古语意在告诉我们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勤俭节
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的传家宝。这些金玉
良言指引着数代人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并代代相传。

古语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粮食的可贵便那样简单地倾泻而出而反观现在随处可
见的“舌尖上的浪费”它让每一个字都那样沉重地烙印于心
间。我们被奢靡之风吹昏了的不仅是行为还有心灵。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爷爷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
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倘若没有他的丰功伟绩我们也就
吃不上如今的粮食作物。或许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便是振
臂呐喊：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唤醒社会示以警钟。

民以食为天且行且珍惜。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