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 世界勤俭日
国旗下讲话稿(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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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一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演讲主题是《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10月31日，是世界勤俭日。勤俭，传统文化推崇它，那是一
种行为，更是一种品德。现代文明需要它，那是对有限资源
的珍视，对过度消费的抵制。古今中外，小到一个人、一个
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
节约这四个字。

勤俭节约是个人修身之需，诸葛亮就把“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作为“修身”之道;勤俭节约是持家之宝，朱子更是就
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
作齐家的家训;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袜子破了要一只一只
的换，办公纸用了正面还要用反面。节约也是治国之道。毛
主席就以“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为“治国”的经验，也号
召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作为与时俱进的中学生，我们应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情
怀，怀着时代的责任感，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从举手
之劳做起，把勤俭节约自觉落实到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如出操、午休、室外课、课外活动等时间不开无人灯，教室
内应及时关灯、关电扇等。



“一块煤，不算多，千块煤炭堆成坡;一滴油，不算多，点点
滴滴汇成河。”勤俭节约，要从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
张纸，培养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节约一粒粮食，就是节约一
片富饶的土地;节约一张纸，就是节约一片美丽的森林。节约
每一点，就是创造一笔财富。

勤俭，是一种品行，是一种素养，是一种美德。崇尚节俭，
合理消费，增强节约意识，杜绝铺张浪费，营造人人把节约
当成“举手之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为把我们的校园
打造为一个节约型校园而努力!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二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
传统。历史上，古今中外勤俭节约的故事数不胜数。

毛泽东的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
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
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上世纪60年代，
有一次他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他留大家吃午饭，餐
桌上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几小碟咸菜，主食是烧饼。伟人
在勤俭节约方面为国人做出了表率。

香港富豪李嘉诚有一次从酒店出来，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一
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咕辘辘地向水沟滚去，他便欠下身
去追捡。旁边一位印度的保安见此状，立即过来帮他拾起，
然后交到他手上。李嘉诚把硬币放到口袋里后，再从钱夹里
取出100元钱，给保安作为酬谢。为了一元而花了100元，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有人向李嘉诚问起这件事
情，他的解释是：“若我不去检这枚硬币，他就会在世界上
消失，而我给保安100元钱，他便可以用之消费。我觉得钱可
以拿去使用，但不可以浪费。”



节约，是对家庭幸福的盘算，更是一份社会义务的担当。小
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
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节约成为习惯”、“让节
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谢谢大家!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三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季文子虽贵为大官，却居陋，布衣，以节俭为荣，使鲁富起
来。总的来说，奢求享乐之风会让一个王朝失了心，分崩离
析；小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家庭如果不懂得“勤俭持家”，
是经不起风浪的洗礼的，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困难，甚至会流
离失所。

你有没有跟着别人的轮子走，忘了自己会走路？你以为自己
做到了勤俭节约，那你就错了！勤奋是一种行为，需要我们
通过习惯来培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培养他们好习惯。比
如你去食堂，按胃口做饭，不仅省钱，而且资源有限。而这
样一来，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不要盲从别人的脚步。

“从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准备一套针线包，
随手关灯。你会得到别人的称赞，这是勤俭节约的香味。

勤奋是一种修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无形的记录下来。
材料稀缺的时候，要勤快。当物质丰富的时候，你不能忘
记“勤奋”，这似乎和事情有关质量，其实就是关乎精神。
一个勤奋的人必须有条不紊地做事。勤奋不仅关乎空间，更
关乎时间。当你有条不紊地做事时，你的生活就会继续，就



像流行的“低碳生活”，每当我们减少碳排放，地球的生命
就会延续，我们的生活就会辉煌。你觉得这是节俭，那你就
错了。

这是我对勤俭节约的看法。你可能认为勤俭节约会影响学习
效率和生活质量？你甚至认为如果你不更新你的衣服，会影
响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吗？不必经过深思熟虑，
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一粥一餐，难想时半丝半丝，不断
思考物质上的困难”是对的。在有限的生命中过无限精彩的
生活也是对的。

你认为节俭和我们的生活矛盾吗？那你就错了。相反，勤奋
只是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是古人教给我们的一种处理自然、
处理人生的法则战略，就像没有痛苦，没有幸福，没有个人
的勤奋和民族的勤奋，没有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和谐。

“望前圣贤及家，则因勤而败。”当勤俭节约成为一种时尚，
成为我们血液中的一种意识时，我们不会对今天感到惊讶，
我们希望勤俭节约的时尚能够传遍整个校园。

谢谢大家！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四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一五班的林xx。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勤俭节约，
学会生活。

10月31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勤俭日。最早在1924
年第一届国际储蓄银行大会上提出，并于2006年由联合国确
立。该节日的确立旨在号召人们勤俭节约以共同应对日益严



重的资源危机，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千百年来勤俭节约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之
中。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
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更是
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年物力维艰”
作为齐家的训言。

然而，统计大数据显示，中国人每年浪费掉的粮食价值2000
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全世界每分
钟浪费掉的纸张需要用面积相当于36个足球场大小的20年树
龄的树木来生产。而与此同时，世界约8亿人口温饱苦难、11
亿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五岁以下儿童
近500万。

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便利的生活条件，目的是让我们在校
园更好的生活与学习。在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的同时，作为
附中学子，更应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勤俭节约
精神应该常驻于我们心头。在生活中，我们应该从细微处做
起，留心生活中的细节，做到随手关闭电源；节约用水，一
水多用；垃圾分类回收，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合理消费，购
买实用商品，不随意浪费。在学习上，也要注意节约用纸。

勤俭节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落
后。

勤俭节约是一种健康、正确的生活方式，可以讲，只有懂得
勤俭节约的人，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所以，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树立资源意识和节俭意识，让勤俭节约成为我们的
习惯，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五

同学们：

你听说过“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丝，不断思
考物质困难”？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差，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和蔬菜，甚
至可能挨饿，所以当时的人不会浪费任何东西，甚至会吃一
粒米。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各样的菜摆在
人们的桌子上，粗粮很少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开始浪费它
们。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件事：周六，我们一家三口去参加了我
妈同学的家宴。大人们在狂饮的时候，我自己偷偷溜了出去。
我一出来就看到一个人，穿着得体，有攻击性，很胖，几乎
没有脖子。他走出一个包间，把每个客人都打发走了。乍一
看，他是个百万富翁，有些都是好菜。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
被点燃了，看着看着就傻眼了：一张桌子有两张普通桌子那
么大，桌子上的菜数不胜数，几乎每一道菜都没吃几口，看
起来好像还没吃。我心想：这些菜收拾得够有钱人吃一个月
了。谁知道有钱人付完抬腿费就走了，服务员会拿出塑料袋
帮他装，他却留着面子，直接走开了。

其实生活中的浪费随处可见：有的人喝了一半矿泉水就流失
了；孩子吃饭的碗里总会剩下很多米粒；大家都不想再用没
用过的练习本了，等等。

古人云：“前看国，后看家，勤则衰，奢则衰”。在电视上，
他们还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倡
议。作为小学生，我们要树立勤俭光荣、懒惰铺张可耻的观
念，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浪费一粒粮食、一滴水、一张纸，
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勤俭节约国旗下献词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可是我们该如何做呢？10月31日世界
勤俭日将至，说要节俭，不如积极行动。那么如何行动，才
是真正的节约。

现在我们走向小康，走向富裕。今天是世界勤俭日，记得很
小的时候，我们学的第一首唐诗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今天，当我的孩子走进学校，整天像唱歌一样反
复念着老师教他的这句话时，我仿佛又回忆起小时候艰苦的
岁月和日子。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孩子们幸福，但困难使我们
养成了节俭的良好习惯和品格。“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败由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节
俭，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的社会里，更显得意
义深长。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节约要从小处着手，从一粒米、一滴水
做起，然而，节约终究并不只是小事，现在的社会有时候变
得很陌生，节约反而成了小气被人笑话，节俭被当成贫穷的
表现。我们需要在全社会改变那种所谓的虚荣消费心理和浪
费观念，需要重新认识老祖宗留下的千年传统和良好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