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通用8
篇)

范文范本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写作技巧。在写范文之前，我们要仔细分析文章要求，
抓住重点和关键内容。以下是一些高分范本，希望可以帮助
大家提升写作水平。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一

老师、同学们：

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是第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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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恩平婚介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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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浪费得起课件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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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恩平婚
介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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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高一(2)班的~~ ，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
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共建美丽中国》。

小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们就教我们：无规矩不成方圆。后来，
老师告诉我们：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宪法》就是一
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部宪法
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已走过了63年。为了弘扬宪
法精神，20--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决定将每年
的12月4日作为中国的宪法日，我校积极响应号召在每年的12
月4日举行弘扬宪法的活动，我们在弘扬宪法的道路上已经走
过了4年。

由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大
发展理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五大发展理念”既反映了
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今后很长时期我国
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新时期的
中国政治经济学。“五大发展理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秀才编出来的，它来自实践，它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思
想方法。“五大发展理念”和我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是
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只有落实了“五大发展理念”才能建设
美丽中国，而要把中国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必须要有法治的保
障，要有法治的保障首先就要维护宪法的权威。

所以，我们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宪法精神。深入开展学



习宣传贯彻宪法精神，就是一要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
宪法法律至上，切实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二要完善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
推动宪法实施、加强宪法实施;三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四要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
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爱国、守法，不止是说说而已。

宪法很薄，也很重。它的沉重，是我们十多亿炎黄子孙的信
念与希望，更是照亮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照亮这个崭新时代
的曙光!所以，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共建美丽中国!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高一(3)班的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或许，大家是第一次听说“10.16世界粮食日”。当今的我们
生活在一个匆忙的时代里，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飞速地运转
着，我们的目光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关注得太少太少。也许
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果腹的年代，吃饱饭、吃好饭
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关注粮食，还有谁会在
意随手丢弃的粮食?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堪忧：全世界人口与
日俱增，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和我国的
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一样，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最基本
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的先决条件。

节约粮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五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太多的战火与灾难，并且当时
粮食生产又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粮食
就非常的重视，我们说“手中有粮，灾年不慌”，正是源于
前人对粮食的深厚情感和节约粮食的习惯，使他们度过了一
年有一年，迎来了光辉的新世纪。节约粮食，是对他人劳动
的尊重。古人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描述
了农民在炎炎烈日下耕耘的场景，可以想象农民种粮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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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分之一的人
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据统计，今年头9个月，全球有624万
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其中约500万为儿童。非洲南部地区
和一些西非国家，由于地区冲突和艾滋病，饥饿形势尤其严
重。枯瘦的非洲儿童似乎已经成为饥饿的.代名词。1994年，
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凭借自己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
丹》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照片记录着一个
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
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
处，蹲着一只秃鹫，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
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人类，通常站
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通常作为最终的捕食者，而这样一个错
位的场景，错位的角色，让每一个人看后都震撼不已、唏嘘
不已。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许你并未
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
也许你仍然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然而事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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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耕地面积正以每年30多万
亩的速度递;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
从1981-1995年间，全国共减少了耕地8100万亩，因此而减少
粮食生产500亿斤。而且现在这个减少速度仍然在不断加快。
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荒漠化等种种现象在蚕食
着耕地。我们不妨算这样一笔账：倘若我们每天节约一粒大
米，那么十亿人可节约多少?五千多公斤!一年可节约将近两
千万斤，折合人民币两千万元。这笔钱若按每所希望小学五
十万元算，则可盖四十所希望小学;按每人学杂费三百元记，
则可使七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因此，光盘行动，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些事例和数据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节俭自持，从点滴做
起，从身边做起。

在我们的校园里，仔细观察，也能发现许多浪费的现象。不
仅仅是粮食的浪费，还有生活中的细节，例如跑操时有些无
人的班级没有关闭电源，洗手间的水龙头在无人使用时仍然
大开、垃圾桶中丢弃着吃了一半的面包等。

在此，我提倡每一位同学让节俭成为习惯，节约资源，从我
做起。

古人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节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智慧。
节约资源，健康生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四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早上好!

每年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20xx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第33个
粮食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但是，你们知
道吗?小餐桌，却显示着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
体现，它不仅关系着每位同学的生活，而且直接体现了一个
人良好的整体形象。

你想拥有一个舒适、清洁的就餐环境吗?你想塑造一个高尚、
文明的自身形象吗?你想为校风文明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吗?
那就用文明演绎自己的生活，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吧!

一、进餐厅

1.下课铃响先洗手，然后在教室外集合，集合时做到“快、
静、齐”。

2.各班应由任课老师或正副班主任带领下进餐厅就餐。

3. 队伍按规定路线行进，不奔跑、不推挤，不说笑，上下楼
梯靠右行，与别班队伍交汇时自觉谦让，听从护导老师的安
排。

二、进餐

1. 在护导老师的指引下有序进入餐厅，进餐厅后服从餐厅内
护导老师的指挥下，依次在指定窗口安静有序地领餐。



2. 领餐后慢慢行走到指定餐桌就餐，不私自调换位置。

3. 用餐时不咂嘴，不口含食物说话,也不要让匙和筷碰到碗
而发出声音。

4.不要用匙和筷翻腾饭菜,不要挑出自己不吃的食物和佐料 。

5. 用餐时,不要让食物粘在匙和筷上。

6. 用餐时,不能咽的骨头或鱼刺,避开旁人包在纸上扔到垃圾
桶。

7.用餐咳嗽或打喷嚏时,把脸移开后用手或手帕捂着嘴,以免
失礼。

8. 用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与别人统一步调。

9. 自觉养成不偏食、不挑食、不浪费的好习惯，以保证均衡
营养，身体健康成长。

10. 如果不小心打翻饭菜，应自觉清理干净。

11. 饭、汤不够吃，自觉有序排队添加，端放小心。

12. 长辈一起用餐时,长辈先动筷子后晚辈才能动筷，等长辈
放下汤匙和筷子以后再放下。

13. 用餐后,及时清理餐桌，轻轻起身，小心端盘，以防把汤
汁洒到别人身上;对准残饭桶倒掉吃剩饭菜，以防洒在外面;
轻轻将餐盆、勺子、汤盆摆放整齐放在指定地方。

三、出餐厅

1. 用餐完毕，漱口洗手后自觉回到餐桌就坐，听到护导老师
命令再起身排队。2. 队伍整齐后，再在护导老师或班干部的



带领下轻声慢步离开餐厅。

3.不将食物带出餐厅边走边吃(水果允许在教室吃，但果皮等
不乱扔)。

文明就餐环境需要广大师生与食堂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请大家文明就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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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争
做一个文明用餐的扬帆娃吧!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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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
为止，世界上仍然有八亿多人口处于饥饿当中，这是一个比
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的群体。全世界每年有约九百万人死于
饥饿和饥饿引起的疾病，也就是说每天有两万四千人，每四
秒钟约有一人因为饥饿离开人世，而在这当中，有一多半是
儿童，换句话说，由于直接或间接的饥饿原因，每八秒钟就
有一个孩子被活活饿死。每位同学包括我在内，扪心自问，
这种乱浪费粮食的做法是否是在谋杀生命。

另一方面，浪费粮食的行为屡见不鲜，就以我们身边为例，
食堂和饭店里的剩饭、剩菜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随意将



馒头掰成碎块后弃之不食.很多同学挑食，将满盘的的蔬菜倒
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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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劳动者的心血和汗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从自己做起，珍惜
每一粒粮食。有人推测，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粒大米，全国
每天可节约32500公斤大米。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些建议：

1.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 不偏食，不挑食，不倒剩饭剩菜。

2.看到别人浪费的现象，主动地制止，减少浪费。你身边的
伙伴能做到吗?互相监督，比一比，谁是节约粮食的好孩子。

3.做个小小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后果。
让所有人都加入到节约粮食的行列中来。4.到饭店吃饭时，
点饭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同学们，节约是一种美德，不仅仅是对粮食，要让节约变为
一种自觉，成为一种习惯。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六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2班的李玉，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庄严的国旗下，为
大家作"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演讲。



而今天，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唱着雄壮的国歌，迎接
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在幸福的同时，我
们有没有想到为祖国做了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祖国分忧呢?
我们生活在丰富的物质环境里，不愁吃不愁穿，快乐无忧的
生活和学习，在这个优越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淡忘"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的品质。我们每天吃的一米一粟，从春种到秋收，
从种子到我们的盘中餐，是多少生命和汗水成就的啊。当它
还是一粒种子时，勤劳的农民们顶着烈日为它浇水施肥，用
汗水把它灌溉;当它长成后的收割之日，地里又有多少无名昆
虫用生命成就了它的丰收;这时候一年的光阴也悄然而逝。当
它被运到我们的学校，又经过了食堂师傅们多少的心血，精
心的烹饪才变成了我们面前美味的盘中餐。可是，在学校食
堂里，有许多同学把只吃了几口的馒头扔到了餐桌上，把只
吃了几口的饭菜倒掉……据调查发现，平均每5位同学中就
有1位倒掉小半碗饭菜，倒掉了3分之1饭菜的同学更多。看着
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实在令人可惜。

当我们肆意将盘中餐变成残渣时，有谁还记得"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幸苦"的古训?有谁想过用米粒堆积成的山丘可以供多
少人充饥?当我们将仅剩一口的食物丢弃时，"厨中有剩饭，
路上有饥人"啊，有谁想过战争及自然灾害中难民们那渴求食
物的眼神呢?当我们在寝室里将吃不下的食物当作垃圾投进垃
圾桶时，有谁想到"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的事实呢?同学
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可又有谁曾想过这些食物来之不易呢?我们浪费的同时，世界
上还有30多亿人们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还有8亿人口处于饥
饿状态，尤其是南部非洲的人民，更是长期缺乏食物。许多
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他们根本不敢奢望学习，温饱对于他
们而言就是的渴望啊!

另外，从我们国家而言，目前我们中国的人口是13亿，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是世界人均耕地的四分之一。目前畜
牧业养殖业的发展，宝贵的耕地也日渐消失，粮食产量供不



应求;再加上食物在收割、加工等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损耗和浪
费，最后能真正成为我们盘中餐的粮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充足，在我国依然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孩子被饥饿包
围着······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让我们进一步明确
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特殊意义。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现在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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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每一粒浪费，
从我做起，如果看到浪费现象，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制止，
杜绝这种不良风气的滋长;当然，仅在学校做到不浪费粮食是
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
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
若有剩余的要打包带回家。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
时制止浪费粮食现象的发生。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美丽的金秋十月，在这个收获
之季，让我们一起打造节约的良好风尚，打造文明和谐美丽
的长江中学，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吧。

谢谢大家。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高一(3)班的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或许，大家是第一次听说“10.16世界粮食日”。当今的我们
生活在一个匆忙的时代里，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飞速地运转
着，我们的目光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关注得太少太少。也许
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果腹的年代，吃饱饭、吃好饭
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关注粮食，还有谁会在



意随手丢弃的粮食?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堪忧：全世界人口与
日俱增，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和我国的
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一样，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最基本
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的先决条件。

节约粮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五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太多的战火与灾难，并且当时
粮食生产又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粮食
就非常的重视，我们说“手中有粮，灾年不慌”，正是源于
前人对粮食的深厚情感和节约粮食的习惯，使他们度过了一
年有一年，迎来了光辉的新世纪。节约粮食，是对他人劳动
的尊重。古人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描述
了农民在炎炎烈日下耕耘的场景，可以想象农民种粮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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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分之一的人
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据统计，今年头9个月，全球有624万
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其中约500万为儿童。非洲南部地区
和一些西非国家，由于地区冲突和艾滋病，饥饿形势尤其严
重。枯瘦的非洲儿童似乎已经成为饥饿的'代名词。1994年，
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凭借自己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
丹》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照片记录着一个
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
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



处，蹲着一只秃鹫，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
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人类，通常站
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通常作为最终的捕食者，而这样一个错
位的场景，错位的角色，让每一个人看后都震撼不已、唏嘘
不已。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许你并未
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
也许你仍然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然而事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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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耕地面积正以每年30多万
亩的速度递;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
从1981-1995年间，全国共减少了耕地8100万亩，因此而减少
粮食生产500亿斤。而且现在这个减少速度仍然在不断加快。
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荒漠化等种种现象在蚕食
着耕地。我们不妨算这样一笔账：倘若我们每天节约一粒大
米，那么十亿人可节约多少?五千多公斤!一年可节约将近两
千万斤，折合人民币两千万元。这笔钱若按每所希望小学五
十万元算，则可盖四十所希望小学;按每人学杂费三百元记，
则可使七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因此，光盘行动，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些事例和数据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节俭自持，从点滴做
起，从身边做起。

在我们的校园里，仔细观察，也能发现许多浪费的现象。不
仅仅是粮食的浪费，还有生活中的细节，例如跑操时有些无
人的班级没有关闭电源，洗手间的水龙头在无人使用时仍然
大开、垃圾桶中丢弃着吃了一半的面包等。

在此，我提倡每一位同学让节俭成为习惯，节约资源，从我
做起。



古人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节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智慧。
节约资源，健康生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小学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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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一贯反对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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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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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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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粮食日国旗下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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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世界粮食日国旗下的讲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