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请领导饭局邀请函(精选7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
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演讲稿浪费食物篇一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一定要珍惜粮食啊!

毛泽东这位伟人大家一定不默生，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上世
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他留
大家吃午饭，餐桌上一大盆肉丸熬白菜、几小碟咸菜，主食
是烧饼。毛泽东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
都要捡起来吃掉，饭碗里从来没剩过一粒米。粒米虽小犹不
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再举一个例子吧：毛泽东的女儿上学时，吃窝窝头时只把里
面的枣掏了，其余的都仍掉。要知道，当时有不少人连饭都
吃不上。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主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她
女儿。从此，她再也不浪费食物了。有荒节约度荒，天荒节
约备荒。

但是有些同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时只吃一点点，甚至一口也不
吃就倒掉了。你知道吗，我们浪费的不仅是粮食，浪费的是
农民伯伯的心血，农民伯伯的汗水，农民伯伯辛勤的劳动。

所以我送给大家几句珍惜粮食珍惜粮食的名言警句：精打细
算够半年，遇到荒年不受难。粒米虽小君莫扔，勤俭节约留
美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演讲稿浪费食物篇二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xx班的xx同学。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
的题目是“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979年11月第20届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决议确定，每年的10
月16日为“世界粮食日”，其宗旨是在于唤起全世界对发展
粮食生产和珍惜粮食的高度重视。世界粮食日所在的那一周
则定为节粮周，在节粮周里我们作为中学生要积极响应号召。

说到珍惜粮食，我想起我们耳熟能详的《悯农》，能和我一
起背一下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想必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它表现了农民种田
很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教育我们大家都要珍惜粮
食，可是我们真的做到珍惜粮食了吗？其实同学们有所不知，
从地里的禾苗到我们每天碗里香喷喷的米饭，远远不仅是农
民伯伯们在田地里头顶烈日，抛洒汗水的劳作呀！粮食从播
种，收割到加工成成品粮，这其中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
得需要有多少农民和工人为此付出心血呀，所以每一粒粮食
我们都必须要珍惜。

当我们肆意将盘中餐变成残渣时，有谁还记得“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呢？当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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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浪费的同时，世界上还有10多亿人们处于极度贫困
的状态，其中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
他们不敢奢望学习，温饱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最大的渴望啊！

同学们，我们一起高举珍惜粮食，不多盛，不乱倒的旗帜，
高举杜绝浪费，不乱丢，不乱弃的旗帜。争取做一位优秀的
旗手吧。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美丽的金秋十
月，在这个收获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打造节约的良好风尚，



一起打造文明和谐的美丽城市，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吧！

谢谢大家！

演讲稿浪费食物篇三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节俭，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俗话说“人无俭不立”。节俭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
是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诸葛亮曾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可见节俭的智慧从古时就被广为倡导。一个节俭的人，一定
是一个自知、自律、自省的人。

每次吃饭我们都能看见满满一桶剩饭剩菜，在我们看来，这
或许只是吃不完的粮食，但在父母、农民和食堂师傅们看来，
这是血，是汗，是劳动成果。我们每天用着父母辛辛苦苦赚
来的钱在食堂尝鲜，好吃的就索性多拿几份，吃不完就扔掉；
不符合味口的吃上一口就干脆不要了，反正卡里多的是钱，
食堂多的是食物，浪费一点又能怎样？其实，后厨们看见自
己辛苦研发的新产品遭到大家唾弃，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这
就好像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作业被人撕掉一样，着实不爽。

我们今天提倡节俭，不仅是要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
是要让人们在厉行节约中养成恒念物力维艰的道德品质，去
除骄奢淫逸的不良作风，在举手投足间显现深植于心的素养，
拥抱更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演讲稿浪费食物篇四

俗话说：勤能补拙，省能补贫;精打细算，油盐不断。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

同学们，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我们唱起
雄壮的国歌时，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幸福。但同学们有没
有想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么多人的吃饭问
题已成为我国的第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每个同学要拿出实
际行动为党为国家分忧，爱惜粮食、节约粮食，从身边做起，
从现在做起!

俗话说：勤能补拙，省能补贫;精打细算，油盐不断。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然而，当我们随手
扔掉一块馒头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正在
为一餐饭而辛苦奔波?还有许多人正因饥饿而在死亡的边缘上
挣扎?以前我总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浪费，认为浪费这一点点
算不了什么。所以吃东西常常挑三拣四，吃不完就随手扔掉。
1979—1981年有3.35—4.49亿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80年代初宣称，当时世界谷物产量可以
养活60亿人口。但就在同一时期，全世界人口只有45亿左右，
可是却有4.5亿人挨饿。

1995年，世界人口增长到57亿，挨饿人口数字增加到10
亿。1972年，由于连续两年气候异常造成的世界性粮食歉收，
加上前苏联大量抢购谷物，出现了世界性粮食危机，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于1973年和1974年，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和第
二次粮食会议，以唤起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注意粮食及农
业生产问题。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世界粮食形势反而更趋严重。
据当时预测，在80年代世界粮食仍将趋向短缺。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大会关于世界粮食日的决议，正是在世界粮食供
求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作出的。



演讲稿浪费食物篇五

我很高兴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节
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句，你们应该都理解吧！唐代诗人李绅，在第一首悯
农里呼吁大家节约粮食，从小实行光盘行动，可是每当我们
中午吃完饭后，经过餐厅门口，厨余垃圾桶里的这些剩菜剩
饭，已经可以养活非洲多少人了啊。我这里有一份可靠的`数
据：非洲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在400万以上，约有2亿人营养不
良，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我们现在不知道珍惜粮食还倒
粮食浪费粮食，同学们这是十分可耻的行为。

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类似事情，如学校食堂阿姨们辛辛苦
苦给我们煮饭烧菜，使我们营养保持均衡，但我总看见有不
少同学因挑食，而浪费粮食，走廊上倒厨余垃圾的餐桶里，
总是装得满满的，餐桶内怎么也不少于三分之二，在此“我
提畅，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所以我认为农民伯伯的痛苦，就应该落实到真正的生活中。
不是单单在嘴上说说而以，没有任何真正的行动。当我们念着
“锄禾日当午”时，可又曾真正领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如果有，食堂又从哪来的剩饭剩菜！农民用他的辛劳，科研，
用他们的艰苦养活整个中国，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我们需要谨记农民伯伯的痛苦，要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幸
福。

对于普普通通的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也只有坚持光盘动，
不浪费粮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