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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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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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一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我们国家将“世界粮食日”所
在的那周定为“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周”。

实际上，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还不足400公斤，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很大，况且我们还面临着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却在
不断增加的.威胁。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还是一个缺粮
的国家，粮食是不能浪费的。

同学们，勤俭节约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我们在“节
粮宣传周”里，开展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活动，从自
己做起，养成爱粮节粮的好习惯。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二

打开书的扉页，有卢梅坡的“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
评章”，有李商隐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还有白居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我童年生活的乐趣，很大程度来自阅读。阅读如在缤纷落叶
中拾起一片金黄的叶子，细察其纹理;如在清风流水中轻轻地
闭上眼，感受自然的奇妙;如在一片树林中，与鸟儿嬉戏，与
风儿捉迷藏。

我爱阅读。小时候，我喜欢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个故事，像



《灰姑娘》《白雪公主》，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让老师和妈妈
给我讲好多遍。后来，我识字了，就自己看书，看的大多是
童话、寓言，虽然对内容一知半解，但依旧带给我深刻的印
象和久远的影响。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
还记得《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为了统一乱世，屈尊纡贵三次
请诸葛亮，他坚持不懈、顾全大局的精神真让我佩服。《红
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儿，作诗、画画她无
一不精，她是我最喜欢的书中人物。

现在，我最喜欢阅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汤姆天真顽皮、爱冒险和不喜拘束的性格让我想
起了我童年的点点滴滴，他在危险面前的沉着、机智、勇敢，
让我不禁自惭形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
在一场大病中成了聋哑儿童，从此，她的世界充满黑暗、孤
独与寂寞。后来，安妮·莎莉文来到她的世界，像天使般照
亮了她的心房，照亮了她的世界，海伦·凯勒也不负众望，
经过不懈的努力，走向成功之路。海伦·凯勒教我在逆境中
笑迎冰雪、迎难而上。安妮·莎莉文教我只有爱才能打开封
闭的心窗，融化心灵积雪。

阅读是个美妙的过程，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遨游在宽广的
海洋，尽情吸收知识的精华。

阅读啊，你读出了我美丽的童年，读出了我成长的道路，读
出了我成功的阶梯。你告诉我丰富的人生色彩，又帮我描绘
了精彩的人生。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三

大家好!

学校的财产是我们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爱护学



校公物，就是爱护我们大家的财产。因为这些公共物品的主
人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全体社会公民。我们要把爱护
公物落实在平时的学习和活动中。

公物为大家，人人爱护它。爱护公物是我们每个学生、社会
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人完美心灵的写照。爱护
公物更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风尚，体现一个民族、国家的责
任感和素质，反映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
宝贝一样地去爱护、珍惜公物。让我们携起手，杜绝损坏公
物的行为。爱护公物，从我做起，让校园在我们的呵护下变
得更美好吧!

谢谢大家!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西方有位哲人说过："人的生命之船是由生活态度的高大篷帆
支配的，以诚恳的态度驾驭它，才会在生命岁月的大海中乘
风破浪，开辟出一条辉煌的航道，收获一路用之不尽的人生
财富。"这道理启示人们，诚信在生活中必不可少，诚信可以
让我们的人生熠熠生辉，更加璀璨，诚信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位贫寒的母亲代人购奖，将中奖所得
的汽车交给原主，孩子反对，母亲说，这是我们全家唯一值
钱的东西——诚信!

爱它吧，就像爱你的生命!它会给你带来无尽的财富。这位母
亲的话很精辟，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诚信更可贵的呢?诚信，
精神与道义上的生命。相信它，你就可以创造一切;失去它，
你将为之丧失一切。无论何时何地，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它



吧，不小心丢了，请赶紧找回来，它还是属于你的。有了诚
信，人生才是完美的棋局，有了诚信，生命才会散发出迷人
的芬芳。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实
守信一向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德。纵观历史，商鞅立
木取信，获得苍生信赖，从而奉行了新法;春秋时晋国大夫臾
骈，曾无一次失信，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同时，也看到，周
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丢掉诚信，使得国家灭亡;楚怀王失信，
不单亡了国，还使一代贤臣屈原饮恨汨罗江......在我们现
在的生活中，仍存在着种.种不诚信的现象。

有人为了牟取暴利，给猪肉注水，用福尔马林浸泡海鲜;有人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造假酒、卖假烟......在我们身边，
也有很多不诚信现象，如有些同学早上抄作业，个别同学甚
至欺骗家长要资料费，如此种.种，怎不让人寒心?这些人应
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要知道，缺乏诚信要付出代价的，
是会遭到惩罚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少了诚信
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谴责与唾弃。

诚信是水，让花儿绽放光彩，让草儿得到滋润，让鱼儿自由
嬉戏。大家想一想，没有水，人可以活下去吗?同学们，让我
们呼唤诚信，告别不诚信的行为，努力从身边做起，从小事
做起，让诚信成为一种习惯!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五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您们好!

大家的东西大家爱。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并非容
易，我们班里就存在一些不爱护公物的现象，如有的同，学
踩椅子，踢门，砍粉笔头……这些都说明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很有必要。

爱护公物，爱护国家财产是社会主义公民的一种美德。作为
一个学生，首先应该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学校是为国家培
养人材的地方，爱护学校的财物，就能使同学们在一个良好
的舒适的环境中学习。

其次，学校财产是工人同志通过寒勤劳动创造的。我们随意
破坏学校的财产，实际上就是不珍惜工人同志的劳动成果，
这不是我们学生应该做的。

我们学校是重点学校，国家花了上千万元为我们建新校舍，
增添各种设备，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学习，将来好为建设
祖国多出力。作为我校的同学，就更应加倍爱护学校的公物。

我们班所以出现不爱护公物的现象，主要原因是部分同学对
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相信会引起
大家重视。愿我们班人人爱护公物，人人争当爱护公物的模
范。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六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爱惜粮食国旗下讲话稿，欢迎大家阅读。

1979年，粮食组织第20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把每年的10
月16日，也就是粮农组织创建纪念日这一天定位“世界粮食
日”，以引起人们对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视，教促各国采
取行动，增加粮食生产，加强全世界的团结，共同与饥饿、
营养不良、贫穷作斗争。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裹腹的年代，吃饱饭、吃
好饭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在意粮食的由来，



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粮食?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堪忧：一
方面，全世界人口与日俱增，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更何况，
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和我国的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一样，人民
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另一方
面，浪费粮食的行为屡见不鲜，就以我们身边为例，食堂的
餐桌上米饭、菜肴随处可见，甚至在食堂的地面上都能看到
洒落的米粒......如此珍贵的粮食就这样被我们有意无意的
浪费着，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类
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粮食
生产，把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当作第一要务。如今人民生活
条件好了，却不应该丢弃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一粒
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加工成成品粮，至少需要20道工
序，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啊!这每一粒粒粮食都浸透
着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

粮食短缺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生活。面对如
此严峻的形势，有许许多多像袁隆平爷爷一样的科研人员，
正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发粮食新品种，增加粮食产量，为
全球的粮食问题出谋划策。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除
了向袁隆平爷爷他们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做起，拿
出实际行动来爱惜粮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

同学们，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
“应对危机，实现粮食安全”，它强调了目前全球10.2亿人
营养不良的严重困境以及在当前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帮助饥饿
人口的必要性。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本周星期四，也就是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
因此，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爱粮节粮，从我做起》。



1979年，粮农组织第20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把每年的10
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世界粮
食日的那一周定为节粮周。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建国以来，我们以占世界7%
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然而，粮食浪费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看看我们的身边：
垃圾桶里，经常会有同学们吃剩的馒头、面包、火腿肠等食
物;有的同学觉得食堂里的饭菜不合胃口，不假思索随手倒掉，
情愿花钱买一些不利健康的零食填饱肚子。也许有的同学会
说，饭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愿意怎样就怎样。可是，你是否
意识到，你浪费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父母的血汗，你丢弃
的也不只是米饭，还有勤俭节约的美德。在此，我代表政教
处向同学们提出以下要求：

一、争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
民族的传统，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树立爱粮节粮的新风尚。

二、争做爱粮节粮的践行者。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
日三餐做起，适量定餐，避免剩餐;到食堂就餐，遵守就餐秩
序，自觉排队，不随意插队。以“光盘”为荣，以“剩饭”
为耻，争做爱粮节粮的表率和楷模。

三、 争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宣传“节粮爱粮”的相关知识
和减少浪费的措施，增强节约意识，引领崇尚节俭的社会风
尚。

老师们、同学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凝心聚力，爱惜粮食，
杜绝浪费，共创节约型校园、节约型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这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促进世界各国关心粮食问题于1981年正
式规定的。而我们中国，为解决目前粮食浪费严重的问题，
也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活动，特别是在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所在的这一个星期
时间里都是全国“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

相信我们大家都通过唐代大诗人李绅的古诗《悯农》了解到
农民耕种的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国旗下讲
话——爱惜粮食】国旗下讲话——爱惜粮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可同学们有所不知，其实要把地里的禾苗加
工成我们每天碗里香喷喷的米饭，可远远不光是农民们在田
地里头顶烈日、抛洒汗水地劳作呀!告诉你们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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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每一粒粮
食我们都必须要珍惜。

同学们，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继
承和发扬。我希望我们财大附小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把每
一天都当做“世界粮食日”，把每一周都作为“爱惜粮食、
节约粮食”的宣传周，在以后的每一餐里都爱惜粮食，同时
能告诫身边的人节约粮食，人人从自己做起，个个养成爱粮
节粮的好习惯。谢谢大家!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七

1979年，粮食组织第20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把每年的10
月16日，也就是粮农组织创建纪念日这一天定位“世界粮食
日”，以引起人们对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视，教促各国采
取行动，增加粮食生产，加强全世界的团结，共同与饥饿、
营养不良、贫穷作斗争。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裹腹的年代，吃饱饭、吃
好饭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在意粮食的由来，
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粮食?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堪忧：一
方面，全世界人口与日俱增，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更何况，
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和我国的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一样，人民
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另一方
面，浪费粮食的行为屡见不鲜，就以我们身边为例，食堂的
餐桌上米饭、菜肴随处可见，甚至在食堂的地面上都能看到
洒落的米粒......如此珍贵的粮食就这样被我们有意无意的
浪费着，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类
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粮食
生产，把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当作第一要务。如今人民生活
条件好了，却不应该丢弃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一粒
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加工成成品粮，至少需要20道工
序，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啊!这每一粒粒粮食都浸透
着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

粮食短缺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生活。面对如
此严峻的形势，有许许多多像袁隆平爷爷一样的科研人员，
正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发粮食新品种，增加粮食产量，为
全球的粮食问题出谋划策。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除
了向袁隆平爷爷他们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做起，拿
出实际行动来爱惜粮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

同学们，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
“应对危机，实现粮食安全”，它强调了目前全球10.2亿人
营养不良的严重困境以及在当前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帮助饥饿
人口的必要性。



爱护公物的国旗下讲话篇八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爱惜粮食,?文明用餐”。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这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促进世界各国关心粮食问题于1981年正
式规定的。

而我们中国，为解决目前粮食浪费严重的问题，也发出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特别是
在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所在的这一个星期时间里都是全国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

相信我们大家都通过唐代大诗人李绅的古诗《悯农》了解到
农民耕种的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可同学们有所不知，其实要把地里的禾苗加工成我们每天碗
里香喷喷的米饭，可远远不光是农民们在田地里头顶烈日、
抛洒汗水地劳作呀!告诉你们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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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每一粒粮食我们都必须
要珍惜。

同学们，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再说，我们的同
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更要注重合理的的营养吸收。那就从
今天开始,做一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学生吧。

另外?在文明就餐上我们要做到以下几几点



1、安静 包括进餐厅?排队领饭、汤，?就餐过程不说笑，餐
具轻摆放，吃好后安静离开。

2、有秩序 排队进餐厅?

3、卫生 保持桌面整洁。不把食品带出食堂。

最后，希望我们全体同学能共同努力做到“节约粮食?文明就
餐”。

同学们，今天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爱惜粮食，从我做起》。
每年10 月 16 日是国际粮食日，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醒
人们关注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饥饿和营养不
良等问题，唤起世界对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重视。有的同
学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
还有必要从一粒米上节约吗？的确，节约一粒米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但它却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我们浪费一粒米，
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丢弃的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请各位同学想一想，在家，在学校食堂餐桌上你是否将
饭菜吃一部分就倒掉？你是否将吃了几口雪白的馒头、包子
扔在地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可惜，感到心疼？
你们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吃不上饭的人们在苦苦挣扎，
你们知道吗，在发展中国家，每 5 个人中就有 1 个长期营
养不良，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饥荒已成为地
球人的第 1 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一千万人的生命。

同学们，我们从小就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就一贯反
对铺张浪费。他吃米饭时，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偶尔洒到桌
子上一粒米也一定要捡起来放到嘴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今后
在用餐的时，每当你想扔掉这些食物时，请你多想想那些忍
饥挨饿的人，请你物下留情！最后，我教给大家一些节约粮
食的.小窍门：1.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尽量不剩饭菜。2.



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营养，
同时避免了浪费的隐患。

同学们，珍惜粮食，勤俭节约是美德，是品质，更是一种责
任。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爱惜
粮食、节约粮食，杜绝一切浪费行为，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做珍惜粮食的小卫士！

不错，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早已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没法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我
们应该为之自豪！可是，透过下面的数字，我们也应该看到，
沉重的人口包袱不仅使吃饭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影响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有这么一组数据。1998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均占
世界第一位。可是按人口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
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更令人感慨
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比一千多年前的唐宋王朝不知多了
多少倍吗？可是由于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粮食竟比唐宋时代
还少了200多公斤。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12亿人口的嘴加在一起，比世界上
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这真是一张大嘴！光是每
年新增加的一千五百万人就要吃50亿公斤的粮食！所以，增
产粮食，节约粮食，对我们的国家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同学们都知道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党
中央、国务院决定把世界粮食日的那一周定为节粮周。我们
要开展各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主题活动，真正达到《小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得出的"爱惜粮食"的要求！今天，我们
知道了国情，进一步明确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特殊意义，
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从现在做起，要拿出实际行动，为党为国
家分忧，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

秋风在我们身边荡漾，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新一周的学习和生
活。让轻松愉快的学习伴随我们成材，让甜蜜的生活伴随着
我们健康成长。

建国6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物质应有尽有。有的同
学甚至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有必要从一粒米上节约
吗？的确，节约一粒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它却反映了一
个人的道德素质。我们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
丢弃的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请各位同学想一想，在家，在学校食堂餐桌上你是否将饭菜
吃一部分就倒掉？你是否将吃了几口雪白的馒头、包子扔在
地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可惜，感到心疼？我
们从小就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道理。同学们，你们是否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
吃不上饭的人们在苦苦挣扎，你们知道吗，在发展中国家，
每5个人中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粮
食无保障。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一
千万人的生命。因此节约粮食值得我们同学们深思。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周恩来一贯反对铺张浪费。他
吃米饭时，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偶尔洒到桌子上一粒米也一
定要捡起来放到嘴里。

同学们，珍惜粮食就是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果实。节约是美
德，节约是品质，节约是责任。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
念在校园蔚然成风，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为建设文明和
谐校园作出应有贡献。谢谢！

老师、同学们：

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是第31个世界粮食日，今



年世界粮食日主题是“粮食价格—走出危机，实现稳定”。

国庆假期，正是秋收季节。同学们回去，一定目睹农村大忙
景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这曾经是常被用于儿童启蒙的诗句。可是现在，很多
富裕起来的人们已经忘却了这首诗的精髓。看看我们校园里，
各种浪费现象依然比比皆是。

那些浪费粮食的同学，心里是怎样想的呢？

有的人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浪费点儿粮食没什么要紧。
我们国家的粮食真的已经富裕到了可以不提节约的地步吗？
不！我国是农业大国，近几年粮食年产量徘徊在４．５亿吨
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处于不足４００公斤的低水平。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国人口增长的趋势不会变，耕地面积逐
年减少的趋势不会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粮
食的供需仍将在紧张中度过。稍微关心时政的人都知道，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有的人说：吃饭的钱我缴了，我浪费的是自己的，跟别人没
有关系。从表面上看，浪费只是个人的消费方式，但从本质
上讲，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节
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好
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浪费是一种不尊重自然和他人
劳动果实的可耻行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
美德。这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
有那么多孩子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有的人怕别的同学瞧不起，因此即使家庭不是太富裕，在家
里也能珍惜粮食，到了学校，在同学面前也不敢表现出来。
于是，为了“面子”，他们总想比城里孩子表现得更大方，
甚至故意浪费。同学们，这种靠浪费得来的面子要不得呀。



如何

重塑节约精神，倡导合理消费而不浪费粮食呢？

一是树立节约意识。爱粮、惜粮、节粮，不能是空洞口号，
也不应是权宜之计，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节约粮食
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风尚不仅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
我们的粮食远未充裕，我们没有糟蹋粮食的权力，也没有糟
蹋粮食的条件。希望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浪费现象不再发生。

二是发掘节约潜力。我们虽然不种田、不产粮，但节约粮食
也相当于种了粮食。在食堂里，吃多少打多少，不喜欢吃的
菜就让工作人员不打或少打，我们的一张张餐桌就相当于一
方方粮田。

三是强化节约行为。我们将对学生在食堂就餐情况作进一步
管制，严禁将鸡蛋、牛奶等带出食堂，严禁故意浪费，发现
严重浪费粮食本站[*]者予以通报批评，（我们可以在食堂的
门口张榜公布）对情节严重者将由学校给予一定的处分。

我国政府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的理
念”，节约应该是每一位公民的共同选择。节约粮食，健康
生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