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 勤俭节约高中
(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篇一

勤俭节约是什么？虽然一直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是你们真
的做过勤俭节约的事吗？你们真的理解了这个词吗？让我们
先来说说钱物吧！父母的钱都来之不易，有打工的，也有的
是日夜奔波到客户家里推销产品的、出差到好几个月才回一
次家的……而因为你的贪吃、贪玩，这些血汗钱都被一点一
滴的“吞噬”，而父母的生活也得因为你而变得艰难，哪怕
你的家境多么富裕，因为你的随意挥霍，这些钱财总会花光
的。所以，我们要将那些买零食、买游戏卡、玩具的钱攒起
来。一天、两天、三天……你总会攒到很多钱的：十元、一
百元甚至一千元！你会变成一个“小富翁”！小时候的成功，
会对你未来的事业很有帮助，钱物上的节约，请千万要记住
哦！

再来说说资源吧。

节俭一词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司空见惯的，节俭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青年应把这一宝贵精神财
富保存并发扬光大，使我们的节俭意识得到升华与提高；使
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充满活力、充
满希望。

我们深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我国物质资源相对



不多的前提下，发扬节俭精神显得更是举足轻重。据现状分
析我国人生活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于是乎许多人在
现有基础之上似乎已经满足，甘心在原地作踏步运动，他们
认为中国地大物博，面对着“博大”的资源可以大肆地浪费。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
支撑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同样，一个
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企业是难以持续发展
的。观察我们的周围，浪费现象就在身边，关不紧的水龙头、
白天亮着的电灯、吃剩被扔掉的馒头、地上到处洒落的粮食
等等。在中国，一件小事如果加上13亿人口就是大事，如果
每人浪费一点资源，加起来就非同寻常，如果每人节约一点
资源，加起来就是一笔巨大财富。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
一种智慧，节约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所以企业的每
一位员工如果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牢
固树立节约意识，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
入手，做到勤俭节约，我先行，以实际行动把节约落到实处，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也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勤俭节约，我先行；就是要从思想上崇尚俭朴，以勤俭节约
为荣、铺张浪费为耻，抛弃“家大业大，浪费点儿没啥”的
思想；就是要在作风上艰苦创业，要舍得吃大苦、耐大牢，
把艰苦奋斗当成有效发展的助推器，把勤俭节约当成战胜困
难的传家宝。

勤俭节约，我先行，就是要不断学习，总结经验、提高业务
能力，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实践证明，在知识更新速度不断
加快的今天，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能力
的人将会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
训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衰。作为一个有责
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四公司员工，我会抓住点滴时间，
刻苦钻研业务技能，向精细管理要效益。



勤俭节约，我先行，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节约一张纸：
少用纸巾、纸杯、双面使用打印纸，提倡使用手帕、少用抽
纸。节约一滴水：避免大开水龙头，用后及时拧紧水龙头，
避免长流水，见滴水龙头，随手关闭；提倡使用脸盆洗脸、
洗手。节约一度电：电脑启动或后，半个小时内继续要用最
好不要关，因为重新启动会浪费大量电资源；照明尽量使用
节能灯；光线不足时，需要开灯时能用一盏，不开多盏；杜
绝白昼长明灯，做到人走灯熄。节约一粒粮：尽量少去餐馆
就餐，在外就餐要文明用餐，减少粮食浪费。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能积极行动起来，从节约一张纸、一滴
水、一度电、一粒粮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从小事做起，
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幸
福安康；我们的企业就会永葆活力、持续兴旺！

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篇二

我到了学古诗的年龄时，学的第一首唐诗就是：“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我就
觉得，一些在旧社会里长大的孩子，虽然没有现在的孩子幸
福，但生活中的困难就养成了他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而
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从小就不知道节
约，可想而知，长大后会变成一个只会享受，不会劳动的贪
婪之人。

而那些勤劳的人，懂得节约的人，既会辛勤地去劳动，又不
会过于享受。因为他们知道，金钱是要经过辛苦的劳动之后
才能挣得的。你听过这个故事吗？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上，
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
虑，非常美满。相传在他临终前，曾把一块写有“勤俭”两
字的横匾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告诫他们：“你们想要一辈子
不受饥饿，就一定要照这两个字去做。”

后来，兄弟俩分家时，将匾一锯两半。老大分到了一



个“勤”字，老大把“勤”字高悬家中，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年年五谷丰登。而他的妻子却大手大脚，他的
孩子也一点也不节约，白白的馒头，吃了两口就会扔掉了。
久而久之，家里没有一点粮食。老二分到了一个“俭”字，
也把“俭”字当成神谕供在中堂，早就把“勤”字抛到九霄
云外了。他疏于农事，不肯精耕细作，每年收获的粮食不多。
尽管一家人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家里还是不够。

这一年遇到干旱，两家都早已空空如也。一天清晨，哥俩遇
上了，情急之下，竟把“勤”、“俭”两字踩碎在地。这时，
窗外竟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只勤不俭，勤也是白勤；
只俭不勤，坐吃山空！看完后，兄弟俩才恍然大悟。从此，
他们勤俭持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两兄弟的`故事应该给我
们有很大的启发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浪费呢？有人曾经
这样算过一笔帐：假如我们每天节约一分钱，我们全国13亿
人口就可以节约1300万元钱，那么处于饥饿状态的贫困地区
的孩子就会不再挨冻挨饿，他们就不再会对上学时那么地渴
望啊。

想一想，节约一分钱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容易啊！一位水资
源家曾说：“如果有人类的最后一滴水，那将是自己的眼泪。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牢固树立资源意识和
节约意识，“让节约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生活方式”。
坚持从我做起，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升油，让我
们都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吧！

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篇三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
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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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诸
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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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言；毛泽东以“厉行节约，勤俭建国”
为“治国”的经验。

历，古今中外勤俭节约的故事不胜枚举。毛泽东要求别人的
自己首先做到。他一生粗茶淡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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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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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的一句英国谚语是“节约便士，
英镑自来”，每天深夜她都亲自熄灭白金汉宫小厅堂和走廊
的灯，她坚持皇家用的牙膏要挤到一点不剩。号称“车到山
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日本丰田公司，在成本管理
上从一点一滴做起，劳保手套破了要一只一只的换，办公纸
用了正面还要用反面，厕所的水箱里放一块砖用来节水。一
个贵为一国之尊、一个是世界着名的跨国公司，节约意识竟
如此强烈，令人赞叹。

建国初期，有一首歌唱得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
主义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
们都要用得巧。好钢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
当时，国人都把勤俭节约作为做人和干事业的行为准则。然
而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生活的改善，有些人把勤俭节约的
优良传统丢了。君不见，当前社会上超越现实、盲目攀比的
畸形消费；斗富摆阔、一掷千金的奢靡消费；过度包装、极
度美化的蓄意浪费；“长明灯”、“长流水”的随意浪费等
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些不良现象中，“大
款”、“公款”充当了主要角色。这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党中央及时提
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并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
会，提到“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



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高度，
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深入持久地开展节约活动，加快
建设节约型社会。

勤俭节约的美德如甘霖，能让贫穷的土地开出富裕的花；勤
俭节约的美德似雨露，能让富有的土地结下智慧的果。在建
设节约型社会中，要牢固树立“浪费也是腐败”的节约意识，
克服“花公家钱不心疼”的不良心态，形成“铺张浪费可耻，
勤俭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使勤俭节约成为一种时尚、一
种习惯、一种精神。

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篇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粮食这是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一个永恒主题。

从前，我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每逢战乱灾年
都有数不清的人饿死。所以人们都很节约粮食、爱护粮食、
珍惜粮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点都不假。如今，我们
的生活条件好了，国家富强了。看起来我们的粮食够了，可
是人们却浪费粮食，据统计，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就
够3亿人一年的口粮，可见浪费粮食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虽然
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提高了产量，但是？如果任由人
们浪费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的粮食供给处于透支状态。中
国人吃饱饭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这十余年，1996
年(385公斤/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段的平均水平。而这
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则为人均产量的警戒线，低于
它将危及社会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则恐谷贱伤
农。由此，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
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
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
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专
家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



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所以
节约粮食成为当务之急。

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请大家节约每一
颗粮食，避免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节约粮食，刻不容缓！

勤俭节约的论文题目篇五

邵雍说过：“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
在于勤。”勤作为人的一生之本，若是好逸恶劳，便是农人
惰于深耕易耨，商人疲于乘时趋利，工人懒得计时效功，读
书人无力笃志力行。无法效力于自己的工作，这种在世上苟
且偷生的人，对社会人群有何用处？若是为人勤奋，但不知
节俭，便如同牟叔庸所说：“勤以得之，俭以守之。勤而不
俭，无异于左手取而右手丢。”将勤奋以得到的，因不知节
俭而丢失，最终仍是一无所获。这样将先前的勤奋努力尽化
为乌有，岂不可惜？由此便可知俭的重要性。

勤，是不怠惰的努力求进；俭，是当用则用，当省则省。勤
俭的最佳代表人，当今非陈树菊女士莫属。她每日清晨即起
卖菜，勤于工作，所赚取的`虽仅蝇头小利，却从不浪费一丝
一毫，节俭持家，多年来所积存的财产，确是不容小觑。她
曾说：“钱要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才能发挥最大的用途。”
她将长期以来的存款尽数捐献，回馈社会，更是将勤俭的真
谛发挥到极致。勤俭不只可修身、齐家，更可推及至治国，
甚至平天下。倘若人人都懂得勤俭，国家怎会频临衰败、破
产的绝境呢？富兰克林说：“勤俭使事情容易，懒惰使事情
困难。”想要成功，勤俭便是第一要务，古今中外的成功之
士，如孔子、比尔盖兹等，哪一个不是为人勤俭的？力行勤
俭二字，向成功迈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