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 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倡议书(汇总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一

亲爱的同学：

一、积极营造“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良好氛围，
打造文明节俭的用餐文化。

二、遵守餐桌礼仪，礼貌用餐，礼让他人，遵守用餐秩序，
爱护用餐环境，谈吐文雅，不吵闹、不喧哗。

三、讲究科学饮食，注重营养，追求健康，不酗酒，不暴食，
摒弃不良饮食陋习。

四、坚持合理消费，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点餐适量，剩菜
打包，不求奢华，不讲排场。

五、珍惜生命，遵规守法，拒绝酒驾，开车不饮酒，酒后不
驾车

文明生活需要每一个人全力支持，文明餐桌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小餐
桌”带动“大文明”，努力做文明新风的宣传者、实践者和
推动者，为创造文明和谐的环境添光加彩！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二

我国是农业大国，虽然近几年粮食均增产，但是我国人口已
超过12.5亿，每年的净增长是1200万人，人均耕地面积1。2
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
靠进口，在今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的供需仍将在
紧张中度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国。

现实绝对不容乐观，在我们扔掉粮食的时候，不仅扔掉了农
民伯伯赋予汗水和心血的粒粒真情，更是灾区人民一份朴实
而热切的渴望，是中国未来一份微小却珍贵的资源！

同学们，我们当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为此，我向学院学生
提出以下倡议：

1、吃饭的时候，吃多少盛多少，不浪费饭菜，剩饭剩菜不倒
掉。

2、在餐厅吃饭时点菜要适量，不要乱点一气，吃不完的饭菜
打包带回家。

3、吃饭尽量吃完，不浪费。

4、在学校吃早餐，剩下的面包、点心不要扔掉，可以拿回家
吃。

同学们，节约是美德，节约是品质，节约更是责任，让我们
一起自觉地节约粮食吧，让节约粮食成为我们的习惯，并且
能保持这样良好的习惯。

倡议人：xx



20xx年x月x日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三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餐饮行业组织，餐饮企业
和广大消费者要坚持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把节约粮食
作为一种习惯、一种品质、一种责任，共同做“文明用餐 拒
绝浪费”的宣传者、倡导者、践行者。

学校食堂，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要严格落实厉行勤俭节约
的各项制度规定，坚决杜绝学校、机关、事业单位食堂用餐
过程中的浪费。广大消费者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树立健康
饮食理念，不盲目攀比，不铺张浪费，不奢靡奢华，培养文
明消费习惯，养成节约用餐风尚。

餐饮经营单位要持续播放 “节俭养德”、“光盘行
动”、“拒食野味”等视频，张贴宣传海报、摆放提示桌牌，
推动形成珍惜食品、适量点餐、剩余打包、杜绝浪费的文明
用餐习惯。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引导，让倡导厉行节
约、杜绝餐饮浪费的理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餐饮行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推行节约型餐饮服务，科学设计
菜品，禁止过度包装，推广商务餐、自助餐和分餐制。要深
入开展“文明餐桌”行动，推行“公筷公勺公夹”，提
供“半份、半价”、“小份、适价”服务。倡导广大群众自
律的同时，及时监督、制止身边出现的浪费行为，让节约成
为一种社会共识和社会美德。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们一起来做文明餐桌的践
行者，拒绝浪费、厉行节约， 为推动餐饮行业组织，餐饮企
业和广大消费者制止餐饮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积极贡
献。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粮食
是农民伯伯用辛勤的汗水耕作得来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他们
的心血!粮食跟水一样，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每天工作、
学习的动力之源。俗话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
得慌。所以，我们要改掉浪费粮食的坏习惯，要珍爱粮食，
节约粮食，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多少人吃不上饭，还要坚守在阵地和
敌人做生死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美好的生活。如今生活
富裕了，但也有不少流落街头的乞丐吃不饱穿不暖。他们那
一双渴望食物的眼睛，是多么楚楚可怜。而我们如果浪费粮
食的话，最终也会造成吃不上饭的后果，所以号召大家节约
粮食迫在眉睫。我的身边就有许多珍惜粮食的人，我们要向
他们多学习学习。

在学校有的小学生，餐盘里总是或多或少的剩些饭菜扔掉。
这些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在丰收时，农民
伯伯想到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着他们种的粮食该有多么高兴，
可如果看到我们把他们的劳动果实扔到垃圾箱内，又会多么
伤心失望啊。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那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节约粮食，像珍惜我们的生命
一样去珍惜它吧。

倡议人：x

20x年x月x日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



大家好！

当前，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数量巨大，“舌尖上的浪费”触目
惊心，在我们的身边，对粮食的浪费比比皆是。我国每年浪
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
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餐
桌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缩影，小餐桌，承载的不仅仅是人类的
生生不息，更传承了人类自古以来文明有礼、节俭惜福、珍
爱粮食的优良传统。“光盘”是一种节约，是一种素质，是
一种美德。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xx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如下倡议：

1、注意文明就餐，倡导健康饮食。在用餐时，注意自觉排队、
主动礼让；爱护餐厅设施，保持环境卫生，主动回收餐具；
饮食注重营养分配，合理选择，杜绝暴饮暴食。

2、努力厉行节俭，坚决杜绝浪费。杜绝攀比浪费，树立“浪
费可耻、节约光荣”的`理念，努力做到不剩菜，不剩饭，
做“光盘一族”，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3、坚持身先示范，积极倡导新风。在自身厉行节约的同时，
也倡导大家做勤俭节约的实践者、宣传者、监督者，在公司
范围内营造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光盘”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一种厉行节约、倡
导珍惜的生活态度。希望全体员工积极支持和响应“光盘行
动”，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珍惜资
源，理性消费，做一个光荣的“光盘一族”，共同为建设文
明、和谐、环保的社会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倡议人：xx

x月x日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六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生活中，你是否扔掉过只吃了几口的馒头？是否倒掉过只
吃了几口的饭菜？

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浪费现象，也许你意识不到自己在
浪费，也许你觉得浪费一点点算不了什么。同学们，当你们
随意丢弃一个白白的馒头，当你们随意倒掉你们碗里认为不
好吃的饭菜的时候，你们可曾想过粮食是弥足珍贵的？你们
可曾想过，如果中国每个人每月浪费500克粮食，就会浪费
掉65万吨粮食，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要把
节约当成一种习惯，一种美德。今天，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
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美德长久地传承下去。

1、珍惜粮食，适量定餐，避免剩餐，减少浪费。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

3、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

4、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后果。

5、不偏食，不挑食。

6、到饭店吃饭时，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7、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同学们，节约是美德，节约是品质，节约是责任。我们都是
社会的主人，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就要用心去爱护它，关
心它。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
和示范者，从细微处做起，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约行动中来，



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让节
约引领风尚，为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宣传标语篇七

小朋友们：

近日，随着全国主流媒体对“舌尖上的浪费”大加挞伐，一
项倡导将盘中餐吃光、喝净、带走的“光盘行动”正在全国
兴起，并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为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引导全市中小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绿色低碳的生
活习惯，在全社会倡树文明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俭
约之风，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会向全市中小学生、青少
年朋友发出倡议：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全市中小
学生、青少年朋友要从点滴做起，从餐饮开始，将口号变为
行动，将行动化为习惯。在校就餐时，根据自己食量确定饭
菜数量，做到适度适量，吃饱为好。在家用餐时，吃多少盛
多少,不挑食不偏食，不扔剩饭剩菜。外出吃饭点菜时，不比
阔气，不讲排场，确有剩菜，尽量打包。逢年过节，走亲访
友，合理安排膳食，不攀比浪费，不暴饮暴食。

全市中小学生、青少年朋友不但要争当勤俭节约的行动表率，
更要做“光盘行动”的宣传使者，积极倡导节约文化，广泛
宣传节约理念，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发动和监督自己的爸爸、
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朋好友都参加到“光盘
行动”中来，都来做一名“节约达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
社会，通过小手牵大手，使同学们的节约习惯能延伸到校园
外，让更多家长向浪费说不。

同学们，青少年朋友们，我们都是社会的.小主人,让我们从
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开始,争做节俭生活的践行者、推广者、
监督者,共同为建设文明、和谐、低碳、绿色、环保的社会环



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