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珍惜粮食宣传语(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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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珍惜粮食宣传语篇一

1、浪费粮食是最大的犯罪!

2、一寸一千寸金颗金光难粮难阴买食换!

3、节约从粮食开始。

4、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

5、粮食是血汗换来的!

6、一斤粮，千粒汗，省吃俭用细盘算!

7、浪费犹如河缺口，节约好比燕衔泥。

8、饮水应思源，吃饭当节俭。

9、爱惜粮食，人人有责!

10、若要生活好，勤劳，节俭，储蓄三件宝!

11、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12、浪费去无踪，粮食更出众。

13、生命诚可贵，粮食价更高!



14、今年过年不节约，节约要节粮食。

15、一粒粮食，一滴汗水。

16、粮食搞上去，浪费降下来。

17、滴水凑成河，米凑成箩!

18、盘中粒粒皆辛苦!

19、爱惜粮食，从娃娃抓起!

20、用膳后应自觉清理剩菜残羹。

珍惜粮食宣传语篇二

编辑2020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草
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草案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
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
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网信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
元(人民币，下同)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
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草案共32条，分别对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
及其部门职责、各类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
规定。

草案明确，本法所称食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规定的食品，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本法
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



其功能目的利用。

珍惜粮食宣传语篇三

1、饭菜穿肠过，礼让心中留。

2、自备碗筷，保护环境。

3、知青的年代已过去，请勿再“插队”。

4、古诗《锄禾》你我读，盘中餐苦当记住。

5、盘内一分钟，厨内更多功。

6、即使饥肠辘辘，也要风度依然。

7、留住绿色，留住美丽，为了我们的家更美好，请不要用一
次性筷子。

8、食不净则多病，食不尽则多蝇。

9、相互谦让，亲如一家。

10、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11、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12、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悔。

13、文明礼貌，秩序井然。

14、饮食是文化，请从窗口文明做起。

15、《锄禾》不止是诗，知辛苦，更需要行动。



16、干净、卫生，你我共同努力。

17、食堂饭菜香，买饭多谦让。

18、粒米虽小君莫扔，勤俭节约留美名。

19、节约光荣，人见人赞;浪费可耻，谁闻谁恶。

20、请大家保持餐桌卫生，给我们一个干净的用餐环境。

21、学校食堂可真大，干净整洁靠大家，来买饭时请排队，
争先恐后真不对。

22、天地“粮”心，珍食莫蚀。

23、粮食就是生命，知识拯救灵魂。

2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25、尊敬他人就是尊敬自己，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26、不用方便筷，植树造绿荫。

27、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

28、倒下的`是剩饭，流走的是血汗。

29、珍惜粮食就是热爱生命。

30、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珍惜粮食宣传语篇四

第一条 为了防止食品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食品,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食品,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

本法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
照其功能目的利用。

第三条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科学管理、社会共治的原则,
采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减少食品浪费国
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提 倡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食品浪费工作的领导, 建
立健全反食品浪费工作机制,确定反食品浪费目标任务,采取
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推进反食品
浪费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反食品浪费工作
情况,提出加强反食品浪费措施,持续推动全社会反食品浪费。

第五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节约粮食、反粮
食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分析评估食
品浪费情况,整体部署反食品浪费工作,相关工作措施和意见
建 议,由各有关部门落实。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管理,建立健全餐
饮业服务规范、行业标准;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建
立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制度规范,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提供
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本企业反食品浪费情况。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反食品



浪费情况的监督,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大反食品浪费工作力
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当加强粮食仓储管理,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粮食储存、运输、加工标准。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采取措施
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细
化完善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规范,加强管理。

公务活动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科学合理安排用餐数量、
形式。

第七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防止和减少食品
浪费:

(五)提供自助餐服务,应当主动告知消费规则和防止食品浪费
要求,提供不同规格餐具,提醒消费者适量取餐。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充实菜单信息,可以通过在菜单上标注食
品份量、规格、建议消费人数等内容,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提示,
根据消费者需要提供公勺公筷和打包服务。

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
垃圾的相应费用。

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分析研判消费者用餐
需求,通过建设或者共享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对食品
采购、运输、储存等进行科学管理,防止和减少浪费。

第八条 设有食堂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度, 制
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反食品浪费



意识。

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动态管理,根据用餐
人数采购、做餐、配餐,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和烹饪水平,按照
健康、经济、规范的原则提供饮食,注重饮食平衡。

单位食堂应当改进供餐方式,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
浪费标识,引导用餐人员适量取餐、用餐;加强用餐期间巡查,
对有浪费行为的,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条 学校应当对用餐人员数量、结构进行监测、分析和评
估,择优选择校内餐饮服务提供者或者校外供餐单位,建立健
全引进和退出机制,加强餐饮服务管理。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按需供餐, 改
进供餐方式,科学营养配餐,丰富不同规格配餐选择,保证菜品、
主食质量,不断改进和提升口味,提高用餐人员满意度。

第十条 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餐饮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应当在平台
页面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份量、规格、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

第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引导旅游者文明、健康用餐。旅行
社及导游在安排团队用餐时,应当提醒旅游者适量点餐、取餐。
有关行业应当将旅游经营者反食品浪费工作情况纳入相关质
量标准等级评定指标。

第十二条 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
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集中陈列出售。

食品经营者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将临近保质期的食
品打折销售或者予以捐赠。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



提倡和推动文明、节俭举办各种喜庆活动,形成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氛围。

举办婚丧嫁娶、朋友聚会、家庭聚餐等活动,组织者、参加者
应当科学适度点餐,文明、健康用餐。

第十四条 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用
餐。

家庭及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
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和生活方式,按照日常生活实际需要采
购、储存和制作食品。

第十五条 国家完善粮食储存、运输、加工标准,推广使用粮
食加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引导粮食适度加工和副产品
综合利用,降低粮食损耗。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改善食品储存、运输、加工
条件,降低储存、运输中的损耗,提高食品加工利用率,避免过
度加工和过量使用原材料,防止和减少食品浪费。

第十六条 制定和修改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程度防止和减少浪费。

食品保质期应当合理设置、依法标注。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反食品浪费监
督检查机制,对发现的食品浪费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严重浪费食品,未采取
措施整改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对其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被约谈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当立即整改。

第十八条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机关食堂反食
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反食品浪费纳入公共机构
节能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内容。

第十九条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
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推广先进典
型,引导会员自觉开展反食品浪费活动,对有浪费行为的会员
采取必要的自律措施,大力开展宣传、普及防止食品浪费知识
活动。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开展食品浪费监测,加强分析评估,
每年向社会公布有关反食品浪费工作情况及监测评估结果,
为国家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开展有关问题研
究提 供支持,接受社会监督。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当对消费者加强饮食消费教
育,引导形成自觉抵制浪费的消费习惯。

第二十条 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内容,纳入相关创建测评体系和各地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加强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
推动开展 “光盘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饮食文化,
增强公 众反食品浪费意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将反食品浪费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开展国情教育,将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纳入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学习实践、体验劳
动等形式,开展反食品浪费专题教育活动。学校应当建立防止
食品浪费的监督检查机制,制定、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律、法规以及相



关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报道先进典型,曝光浪费现象,引导
公众树立正确饮食消费观念,对食品浪费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有关反食品浪费的宣传报道应当真实、公正。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
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发现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
制止、停止传输相关内容;情节严重的,立即停止提供信息服
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建立捐赠需求
对接机制,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向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
救助机构捐赠尚在保质期内可安全食用的未售出食品。

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救助机构根据需要,及时接收、妥
善保管、分发食品生产经营者捐赠的食品。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搭建平台,为食品捐赠等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行资源化利用、
无害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产生厨余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厨余垃圾源
头减量义务。

第二十五条 国家组织开展营养状况监测,营养知识普及, 引
导公民形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减少不健康饮食引起的疾病风险。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防止食品浪
费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予以支持。

政府采购有关商品和服务,应当有利于防止食品浪费。

国家实行有利于防止食品浪费的税收政策。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有食品浪费
行为的,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和机关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和
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主动进行防止
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
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
者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设有食堂的单位未制定或者实施
防止食品浪费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
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
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网信部
门按 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 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
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地方反食品浪费的具体办
法。

第三十二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珍惜粮食宣传语篇五

1、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2、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严禁吸烟--吸烟有害健康。

4、相互谦让，亲如一家。

5、文明礼貌，秩序井然。

6、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7、全面发展，提高素质。

8、良好的卫生习惯是身体健康的保障。

9、天地"粮"心，珍食莫蚀

10、节约是美，浪费是丑。

11、食堂饭菜香，买饭多谦让。

12、《锄禾》不止是诗，知辛苦，更需要行动。

13、知青的年代已过去，请勿再“插队”。

14、知青的年代已过去，请勿再“插队”

15、滴水凑成河，粒米凑成箩

16、干净、卫生，你我共同努力。

17、自信成功，自强成才，自律成长。

18、浪费犹如河缺口节约好比燕衔泥

19、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



20、即使饥肠辘辘，也要风度依然。

21、爱护公共设施尽你我应有责任

22、请大家保持餐桌卫生，给我们一个干净的用餐环境。

23、爱护公共设施，尽你我应有责任。

24、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25、节约用水一点一滴珍惜粮食一颗一粒

26、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7、节约光荣，人见人赞;浪费可耻，谁闻谁恶。

28、节约用水一点一滴，珍惜粮食一颗一粒

29、知行一致，行胜于言。

30、倒下的是剩饭，流走的是血汗

31、水是生命之源请节约用水

32、耐心是一种美德，意味着许多的等待。

33、自觉遵守饭堂纪律，养成饮食卫生习惯

34、用膳后应自觉清理剩菜残羹。

35、知青的年代已过去，请勿再"插队"。

36、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37、当患有传染疾病时，应避免共同进餐。



38、事在人为，路在脚下。

39、为了你和他人健康不要在饭堂内吸烟

40、精雕细刻出精品，千锤百炼铁成金。

41、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42、古诗《锄禾》你我读，盘中餐苦当记住。

43、树百年报国志，做世纪栋梁才。

44、饮食是文化，请从窗口文明做起。

45、求实创新，与时俱进。

46、饭菜穿肠过，礼让心中留。

47、食不净则多病，食不尽则多蝇。

48、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49、爱护公共设施，尽你我应有责任

50、敬人容人，助人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