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 关注食
品安全保障身体健康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篇一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保障身体健康》。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
们对健康、对食品安全更加关注，特别是“xx”奶粉等食品安
全事件的发生，更给我们敲响了关注食品安全的警钟。“食
品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

1、要树立食品安全观念，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增强自我防护
能力。在购买食品时，应选择正规的大型商场和超市，选购
食品应尽可能选择一些知名品牌。同时一定要注意食品包装
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是否过保质期。若在小店里买
食品一定要看好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注意包装袋有无
破损，外包装有没有被改动过的痕迹。无生产许可证、qs标志
的食品坚决不能购买和食用。

2、培养良好的饮食观念。不食用流动摊点的小吃、零食等，
自觉抵制三无食品、低质食品的诱惑，在校学生尽可能到学
校食堂就餐。

3、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每日三餐，定时
定量，不暴饮暴食。自备水杯，多饮白开水。其实，白开水
是最好的饮料，一些饮料含有防腐剂、色素等，经常饮用不



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

老师、同学们，食品安全无小事，“病从口入”重预防。现
在已进入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季节，各种病菌也在悄然滋
生和迅速蔓延。让我们自觉行动起来，关注食品安全，重
视“问题食品”对身体健康和青少年成长的危害，远离“问
题食品”、“不合格食品”，不断提高我们的食品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为构建平安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而
不懈努力！

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篇二

早上好！

每年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是世界第--个粮食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但是，你们知
道吗？小餐桌，却显示着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重要
体现，它不仅关系着每位同学生活，而且直接体现了一个人
良好整体形象。

你想拥有一个舒适清洁就餐环境吗？你想塑造一个高尚文明
自身形象吗？你想为校风文明建设贡献自身力量吗？那就用
文明演绎自己生活，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吧！

一、进餐厅

1、下课铃响先洗手，然后在教室外集合，集合时做到“快静
齐”。

2、各班应由任课老师或正副班主任带领下进餐厅就餐。

3、队伍按规定路线行进，不奔跑不推挤，不说笑，上下楼梯
靠右行，别班队伍交汇时自觉谦让，听从护导老师安排。



二、进餐

1、在护导老师指引下有序进入餐厅，进餐厅后服从餐厅内护
导老师指挥下，依次在指定窗口安静有序地领餐。

2、领餐后慢慢行走到指定餐桌就餐，不私自调换位置。

3、用餐时不咂嘴，不口含食物说话，也不要让匙筷碰到碗而
发出声音。

4、不要用匙筷翻腾饭菜，不要挑出自己不吃食物佐料。

5、用餐时，不要让食物粘在匙筷上。

6、用餐时，不能咽骨头或鱼刺，避开旁人包在纸上扔到垃圾
桶。

7、用餐咳嗽或打喷嚏时，把脸移开后用手或手帕捂着嘴，以
免失礼。

8、用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别人统一步调。

9、自觉养成不偏食不挑食不浪费好习惯，以保证均衡营养，
身体健康成长。

10、如果不小心打翻饭菜，应自觉清理干净。

11、饭汤不够吃，自觉有序排队添加，端放小心。

12、长辈一起用餐时，长辈先动筷子后晚辈才能动筷，等长
辈放下汤匙筷子以后再放下。

13、用餐后，时清理餐桌，轻轻起身，小心端盘，以防把汤
汁洒到别人身上；对准残饭桶倒掉吃剩饭菜，以防洒在外面；
轻轻将餐盆勺子汤盆摆放整齐放在指定地方。



三、出餐厅

1、用餐完毕，漱口洗手后自觉回到餐桌就坐，听到护导老师
命令再起身排队。

2、队伍整齐后，再在护导老师或班干部带领下轻声慢步离开
餐厅。

3、不将食物带出餐厅边走边吃水果允许在教室吃，但果皮等
不乱扔。

文明就餐环境需要广大师生食堂所有工作人员共同努力。请
大家文明就餐，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播
种是一种习惯，收获是一种品格”。让我们争做一个文明用
餐扬帆娃吧！

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早上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只有生命才会创造奇迹。没有生命，一
切无从谈起。安全责任，就是生命的保护神！责任让家庭宁
静安全、爱意盈盈！责任让工作更有战斗力和竞争力！责任
让社会平安稳健发展！一句话：安全工作需要责任，责任让
美丽的生命健康永恒！让我们手牵着手共建安全堡垒，肩并
着肩共铸钢铁长城！

安全系于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失去了责任，随之而来的就
是哭声、是血泪，是家庭的破碎，是企业的泥潭，是社会无
法承受之重。责任多一分，隐患少十分。让我们一起，担起
责任，守护健康，呵护生命！



一个个悲情的瞬间、一声声哀痛的呼唤，像一块块寒冷的冰，
撞击着我们的眼球，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搅动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尝试让安全领域的反面阴影摆脱正面光环的掩盖，呈现
于世人眼前，希望对人们形成一种记忆的刺激与强化，刺激
人们对那些忽视安全事件的长久记忆，刺激人们对不可推卸
的安全责任的重新认识。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不管你从事什
么工作，请看到事故的危害、平安的可贵。让我们用责任，
来呵护身边每一个生命吧！

凡事都应遵循法规、准则，安全也不例外。幸福和痛苦，仅
在一念之差，只缘于你触碰了那本不该碰的“高压线”。安
全关乎你、我、他，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有可能以你、
以我、以他，甚至更多的无辜生命为代价，在岗一天，就要
尽职一天。岗位上的一时疏忽，也许留给你的是一世的苦痛
与不幸。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这八个字，除了带给我沉甸甸的感觉
之外，再无其它。

最近，一直在很费心思的琢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进一步推
进安全责任的落实；如何创新安全管理机制：如何做到结合
实际，如何真正避免安全工作成为一页泛黄的纸张。思考这
些问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安全。一切为了安全。

纵观历往，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导致的'安全事故，事后分
析原因、总结经验、取得教训，大多都是因为人的安全意识
未到位、物的隐患未消除系列问题所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不
管是什么，但都不是大家所愿的。

既然发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放任问题而不
顾，一味地追究责任，急于惩处责任人。对于已经存在的事
实，我们不能推诿卸责，相反地，应该理性面对，有所担当，
敢于担负责任；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尽可能的将伤
害减至最小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将伤害和损失减至最小范围



内。

从以往发生的事故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出或者看到当下发生
事故的身影。我们无法做到未卜先知，却可以通过事后所总
结的经验教训，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防微杜渐，确保我们
日后不再重蹈其覆辙。

安全问题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重复讲，坚持用常态
化的教育牢固人的安全意识，用铁一般的制度保证安全弦紧
绷，用刻不容缓地执行保证安全责任的落实。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当我
们有时听到看到工作和生活中，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因偶
尔一次疏忽而瞬间消逝的时候，无不为他们感到惋惜。如果
他们在工作是能注意一下，旁边有谁提醒一下，也许，许多
事故可以防范，悲剧就不会上演。然而，没有也许，一次的
疏忽将会让你后悔终身。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如果我们不
能从这些惨痛的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那么事故也许会在某
天不期而遇。

责任重于山，许多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不在于制度的缺失，
而是在于责任意识的淡薄，在于管理安全工作的不到位，将
责任落实工作作为主题，可谓是切中要害。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应着力完善安全责任制，保障安全责任
传递到岗、落实到每一个人，同时，努力提高人员的安全意
识和技能，加强对外协队伍的管理，强化组织绩效考核促进
责任落实，深化安全思想保障工作。

总之，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只要我们有强烈的安全意识，
自觉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责任落实，对自己的安全责
任做到心中有数，实时掌控，那么安全就一定有保证。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篇四

食品安全———就在你我身边（请你我都来关注食品安全）

中国有句话，“民以食为天”，充分说明了食品的重要性，
食品是人生存的首要物质前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
品。每个人要生存、生活下去，就离不开食品。

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每次看到相关的电视新闻
或是网络视频都会使我迷茫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吃
什么。卖馒头的不吃馒头、卖凉皮的不吃凉皮，反正只要是
自己做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
的，参与了整个制作过程，而我们呢？不要多想，就抱着一
颗眼不见心不烦的心去吃东西就行了，如果想的多了，就没
得吃了。同样的问题，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
局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局长回答
说：“我也是一名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我吃的东
西也不是很放心。食品安全与否由什么决定，决定食品质量
的关键因素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和设备，关键在人，关
键在于食品生产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准。
因此说，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可是就
有一些人唯利是图，为了一己私利而坑害大家的身体，我想
这不仅仅是缺乏道德问题，要问问自己的心，制造劣质、假
冒及有害的食品让你的同胞食用，难道你的良心不会受到谴
责吗。明知道自己生产出来的食品存在不安全元素，自己都
不愿意吃却冷漠无情地推向市场兜售，全然不顾消费者的生
命安全，在这些商家眼里，每一个消费者都只是一个存钱罐，
为了从里面取出钱，砸碎又何妨。这些人是何等的冷漠，何
等的麻木不仁，何等的丧尽天良，这些人怎么能生产出合格
的食品，怎么能做出负责任的事。也许，他们认为，不吃自
己生产的食品，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但作为一个社会人，
身处社会这个巨大的交互系统，他们是某种食品的生产者，
其实也是其他食品的消费者。



我认为要想食品质量、安全形势实现根本好转，一是要有赖
于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目前，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几十部，如
《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不过，由于各种新品种食品的出现，使得食品安全标准
始终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需要相关的部门不断的深入调
查，及时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标准，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食品
标准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加点各部门监管比如工商怎么
做的之类的）二是，还要靠国民食品安全意识的不断增强，
靠广大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的提高，靠广大消费
者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广大群众是食品的最终消
费者，是优质食品的受益者，也是劣质食品的受害者。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应该擦亮双眼，把好“入口”。比如
购买食品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正规商场和市场的产品，不
要贪小便宜、图方便、随大流等，要养成不随意在街头小摊
上购买食品的习惯，以免损伤身体或者上当受骗，；要选购
知名品牌或比较规范企业的品牌食品，尤其对有绿色食品标
志的要作为首选；选购食品、饮料时，不能一味贪色贪味，
如过白的面粉、馒头、面条等，有可能使用了过量的增白剂，
应谨慎选购；蔬菜最好挑选带皮和包心的。我们要摒弃贪便
宜、图省钱其琛等不合理的消费习惯，养成购买食品看厂家、
看日期、查包装的科学消费习惯；要学会辨识优劣食品的本
领，不断提高鉴别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还要放弃老好人思
想，增强维权意识，积极为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并主动协助
监管部门的工作。

食品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
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绿色出行保障安全演讲稿篇五

大家下午好！



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就是达到三好，即“吃好，穿好，
住好，”由此可见，“吃好”位居榜首。因此，食品对我们
来说可是功不可没的。

俗话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食物
就是力量。有了力气，我们才能以足够的精力去认真上好每
一节课，才可以运用大脑去思考问题，才能将所学的知识牢
记在心……总之，只有充满旺盛的精力，才能做好任何一件
事。

俗话说：“病从口入”，我看一点儿也不假。不知你还记得
否，也许你曾经就因吃坏东西而拉过肚子吧。当时你的滋味
一定不好受。回想得出，你一定痛得满地打滚，一阵有一阵
地热汗直冒、汗毛直竖，那时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不灵”，只剩那一肚子的恨。这都是伪劣食品惹的祸！因此
我们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就像去年，我家附近开了一
家烧饼店，味美，去的人多，生意也火，可没开多少时间就
发现它里面的材料不符合标准，会造成对身体有害的后果。
一经查实，便关门大吉了。

在铲除了一颗城市污渍，而感到欣喜之余，我们是否该去考
虑考虑，要是我们不去买那些不安全的食品，他们卖不出去，
又怎么营业呢?所以，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们自己。

有些人去买东西往往会去买那些味美，但价格又便宜的食品，
觉得自己花尽少的钱，却吃到了味美可口的食品，很值。那
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听说过天上能掉馅饼吗?我说是你掉进陷
阱里了吧。那些商贩们正是摸透了这点，以低廉的价格诱惑
你，你却一点也不知道食品的制作过程是否卫生，材料又是
否合格，吃着反而还心里美滋滋的，等生病了才发觉自己上
了当，便后悔莫及。世上没有后悔药，不要等到付出了代价
才醒悟，也不要贪图小利，因为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再就近来讲，我们许多同学都吃不惯学校食堂里的饭，不是



埋怨饭太硬就是说难吃，于是就干脆直奔小店，以零食当饭。
其实这样既不能吃饱肚子，也达不到健康的标准，一不小心
还容易吃坏肚子。食堂里的饭菜再不合你的口味，但毕竟安
全，也免除了你的后顾之忧。所以，尽量少往小店跑。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希望，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所以以
现在开始，从看重食品的安全起，为明天做好准备，随时绽
放生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