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吉林省粮食现状 节约粮食演讲
稿(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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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吉林省粮食现状篇一

亲爱的教师、同学们：

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节省”这两字已经
慢慢被人们给忘却了。我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依据前年的调查，我国人口已高达15亿人，如此众多的人口
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七。越来越多的田地正
被很多的高楼大厦所代替。随着农夫伯伯能耕种的`地越来越
少，我国的粮食产量正在逐年减产。可是“节省粮食”的观
念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就拿学校吃午饭来举例吧，我发
觉每次吃完饭后，一些回家把沒吃完的米饭顺手扔掉了，还
有一些同学盛汤时特别不留意，常常把汤洒在外面。食堂每
天倒掉的饭菜不计其数，长此以往这得造成多大的铺张啊！

节省粮食，从点滴开头。盼望大家从自己开头，从身边人开
头，节省粮食，人人有责。

吉林省粮食现状篇二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悯农》大家都读得朗朗上口，可又有多少人会明白作者李
绅作此诗的用意呢?《悯农》用四个字概括，即节约粮食。

节约粮食说得好听，可是许多人却心口不一;节约粮食说的容
易，可是许多人却力不从心。有些人可能会说：“节约粮食?
开什么玩笑，超市里一袋又一袋，吃完再买不就成了”。这
种庸俗的答案简直令人寒心。要知道：在一个个烈日炎炎的
酷暑，农民伯伯无数次弯腰流汗，从选种到耕种，再到培育
以及丰收，这一道道工序，农民伯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实
属不易呐!

有人可能会说：“他们都是为了维持生计，除了种庄稼什么
也不会，一点出息也没有，我们现在以学习为重，节约粮食
什么的是国家、社会、大人的事，关我们何事呢?”这种让界
粮食日”之际迎来了第一批小客人——唐山劳动日报社小记
者。10月26日，我们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地方一探究竟。

进入整洁的院内，一排挂满了“红灯笼”的柿子树格外显眼，
果实压弯了枝头，欢迎着我们小记者一行。阿姨叔叔们为我
们准备了安全帽，并为我们介绍库区的基本情况。储备库
于1988年投入使用，占地170亩，院内分布着28座仓，仓容8
万吨。“宁流千滴汗，也不愿损失一颗米”等标语写在白白
的库墙上，随时提醒我们粮食的珍贵。我们参观的是玉米库，
库内的面积比我想象的大多了，大概有3至4个篮球场大小，
金黄色的玉米整整齐齐地铺在“地面”。更让我们震撼的是
工作人员介绍到我们所踩的“地面”往下还有7米深，我们是
站在了山顶呢。

一面鲜红的党旗和“忠诚”“担当”四个红色的大字在玉米
上面格外醒目，看到保存完好的粮食，我想这是他们对国家
交予的任务做出最好的'“忠诚”和“担当”，是对那面鲜红
党旗的最深刻诠释。



看到那上千吨的粮食，我想到了每天餐桌上的一碗饭，正是
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像袁隆平爷爷那样无数为国家无私奉献的
人们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丰衣足食。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节
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观念，自觉从今天做起，从
自身做起，节约每一粒粮食，反对浪费粮食的行为，养成勤
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吉林省粮食现状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

一日三餐离不开餐厅，餐厅是大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营造清洁舒适的就餐环境，不仅关系着每位同学的生
活，而且直接体现了每一位学生的个人形象。文明之风吹拂
校园，讲文明、树新风是我们每一个文萃娃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食堂是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营造清洁舒适
的就餐环境，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生活中规则无处不在，一定的规
则能保证人们更好地生活。文明用餐要求我们做到“班级要
整队到餐厅就餐，不拥挤、不喧哗;严格遵守就餐纪律，按时
就餐，在指定餐位用餐，不得擅自调换餐位，不敲盘、不喧
闹;吃饭时不谈笑，不交头接耳，不得敲打盘碗;吃完饭要把
垃圾带出去，安静地走出餐厅。”

吃饭就一定要爱惜粮食。尽管同学们将“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背得滚瓜烂熟，可真正上了饭桌，浪费粮食、挑食
的学生每天都有。文明用餐其中最突出的一条要求就是：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希望同学们挑食、浪
费的`现象一天天减少，餐厅的剩饭剩菜也越来越少，以节约
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的
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持餐
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

文明用餐，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播种的
是一种习惯，收获的是一种品格”。让我们为共同营造一个
文明有序的用餐环境而努力，争做文萃小绅士小淑女!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吉林省粮食现状篇四

亲爱的同学们，敬爱的老师们：

我很高兴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节
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句，你们应该都理解吧！唐代诗人李绅，在第一首悯
农里呼吁大家节约粮食，从小实行光盘行动，可是每当我们
中午吃完饭后，经过餐厅门口，厨余垃圾桶里的这些剩菜剩
饭，已经可以养活非洲多少人了啊。我这里有一份可靠的`数
据：非洲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在400万以上，约有2亿人营养不
良，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我们现在不知道珍惜粮食还倒
粮食浪费粮食，同学们这是十分可耻的行为。

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类似事情，如学校食堂阿姨们辛辛苦
苦给我们煮饭烧菜，使我们营养保持均衡，但我总看见有不
少同学因挑食，而浪费粮食，走廊上倒厨余垃圾的餐桶里，
总是装得满满的，餐桶内怎么也不少于三分之二，在此“我
提畅，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所以我认为农民伯伯的痛苦，就应该落实到真正的生活中。
不是单单在嘴上说说而以，没有任何真正的行动。当我们念着
“锄禾日当午”时，可又曾真正领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如果有，食堂又从哪来的剩饭剩菜！农民用他的辛劳，科研，
用他们的艰苦养活整个中国，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我们需要谨记农民伯伯的痛苦，要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幸
福。

对于普普通通的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也只有坚持光盘动，
不浪费粮食。

谢谢大家！

吉林省粮食现状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节约粮食、文明用餐、你最美，
以美为德、以雅为魂，你最棒!》。

说起节约这个词，我总觉得沉甸甸的，特别是和我们这些生
活在物质丰富的大都市里，过着富足生活的孩子们谈这个话
题，我觉得多少有点无从开口。

今天，我首先从两则现实中的事情开始。

事情一，我国启动的“营养午餐计划”，何为“营养午餐计
划”就是由国家按每人每天x元钱给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做免
费午餐。这是因为：部分西部地区的孩子们每天上学要步行x
个多小时的山路，求学十分艰苦，中午只能带冷饭到学校吃，
他们大部分孩子的午餐是冰凉的红薯和土豆，有的则没有午
餐。一顿x元钱的午餐，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不屑一顾；但是



在常年饿着肚皮上课的贫困山区儿童眼中，却是梦中佳肴。

同学们，听完这个故事，请你尽可能的吃干净你碗里的每一
粒饭菜吧，请想想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小朋友每天跋山涉
水、忍着饥饿在读书?也请想想这营养的大米和青菜凝聚了多
少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如果你同意，请你尽可能的吃完吧。
不要再被零食和垃圾食品所诱惑，你选择了日常普通的饭菜，
你就选择了食品安全和健康。你懂得了节约，你就形成了人
生的第一笔好习惯，你就做到了以美为德。

事情二，国人出国旅游、就餐被歧视的案例仍不时出现，在
就餐的时候，当外国餐厅所有人都在低声细语的就餐时，我
们的部分同胞却高谈阔论、迎来的.只能是别人的侧面和唏嘘。
其实，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国人在外高消费，理所当然的赢
得了世界的欢迎。然而，我们要想真正地赢得别人的尊敬，
还需要每个国民检视自己的行为。

同学们，当你加餐打饭请按顺序排队；当你吃饭时候尽可能
的轻声，不高谈阔论；吃饭后及时主动地清理干净自己的桌
面；将饭盒的饭菜残渣轻轻倒进回收桶里；最后，切记不要
忘了，轻声地把你用过的饭盒和筷子放进回收处。你做到了
优雅，你就赢得了尊敬，你选择了优雅的行为，就选择了灵
魂的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