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 爱惜粮食演讲稿
(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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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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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一

大家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每天的“盘中餐”是哪里来的吗？米
饭是由大米制成的，而大米则来源于水稻。而水稻的种植、
生长、加工过程极为复杂而艰辛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整个过程吧！

播种。农民伯伯要在稻田（泡在水的土地）里撒下种子，播
种时要提防水中的生物误伤（如蛇、水蛭等），并要每天关
注育苗田里的水温、水质，确保秧苗的茁壮成长。

分苗。当秧苗长出有十余厘米时，需把它拔出、分散重新栽
种到更大面积的秧田中，并讲究行距间隔的分开，使其有充
足的生长空间，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宽。不能使用农业机械
化的稻田，需要人工弯着腰，用手一根接一根的把秧苗插到
稻田里，这种劳作方式延续了千百年，就是常见的插秧场景。

锄草。秧苗长到一定的高度，需要把其他杂草拔除。在烈日
的照晒，秧田好似一个大蒸笼，农民伯伯弯着腰，一根一根
的把杂草拔除，汗水顺着胳膊、脸颊一滴一滴的滴入田中，
正是“汗滴禾下土”，每一颗稻穗都是一滴一滴汗水培育出
来的。



收割。收割是最农忙的时节，要赶在好天气，及时的把成熟
的麦穗收割起来，收割时还要小心稻谷麦芒割伤，收割下的
谷子还要打谷、碾壳把米粒和谷壳分开，才是能食用的米粒。

同学们，以上就是我们天天餐桌上最普通米饭的原材
料———米粒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间农民伯伯要撒下多少辛
勤的汗水。可是另一方面，据统计，全球每年在粮食的浪费
上面就价值2亿多美元，是个多么庞大的数量呀，中国的耕地
只占全球的7%，却有23%的人口需要养活，农民伯伯一年的收
获，难道我们就忍心这样把它倒进垃圾桶？中华文化历来就
有勤为俭的传统美德，就是指不要铺张浪费，如果你体验了
这种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更要从每天的餐桌做起，珍惜每
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二

大家好！

今天是什么日子？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每
年“世界粮食日”所在的周为“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
周”。为什么要定出个“世界粮食节”来？为什么还要有
个“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周”？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
吗？是！我国是农业大国，虽然粮食最近几年均增产，但是
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处于较低的低水平。我们国家不断人口
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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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粮食进口国。

有一位小朋友对奶奶做得很多事情总是看不惯的。他在一篇
作文里是这么说得：奶奶是个很节俭的老人。节俭是好事，
但我觉得她节俭得有点近乎抠，无法理解。一次，烧饭的时
候，她不小心把米撒了点在地上，我就顺手准备扫掉。我腰
还没弯下去，只见一只满是皱纹的手挡着我，我愣在那不知
道为什么？这时，奶奶开口了：不要扫掉，捡起来洗洗，浪



费可惜。我说已经脏了，反正就一点点，算了吧。奶奶可不
理会我，自己佝偻着身体，蹲在地上慢慢地拾着，每拾起一
点就用嘴巴对着吹吹，很专注地，仿佛掉在地上的不是米，
而是她的宝贝样。等到全部拾好后，再用脸盆装着用清水一
遍一遍的洗，看她洗完端着米出来，脸上露着孩子般开心的
笑，嘴里还自言自语：看看，多干净，还不一样吃嘛，你
们……我听懂了她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依然是不已
为然的摇着头。而奶奶露出了灿烂的笑脸。还有，我们家的
电饭褒烧饭总是会在下面结锅巴，所以每次都有很多饭不能
吃。我总是把这些锅巴倒掉的，有次被奶奶看见了，她老人
家又开始了对我的节约教育。我不服气说："这都不能吃呀？
干吗不能倒掉？奶奶也不搭理我，从我手上接过电饭褒，然
后倒了些开水在里面，泡了一会儿，就见她开始用小勺把那
些锅巴，一点一点地刮出来，然后放进自己的嘴里。天哪，
我真的是服了她老人家。我半开玩笑地对奶奶说："奶奶，你
真会动脑筋呀”。奶奶听了我的话，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
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我们老人家是经历了饥荒岁月
的，知道粮食的宝贵，我不是小气，只是觉得这样真的很浪
费。我在心里有点改变了对奶奶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吃
对身体有害，我依然不赞同，但又没有办法让奶奶也改变她
的做法，于是和妈妈商量，换了个新的电饭褒。

也许这位奶奶说得对，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饥荒，不能理解
他们的想法吧。但是我们也不象奶奶想得那样，就知道浪费，
不知道珍惜。我国每年有许多贫困地区、受灾地区的老人、
小孩没饭吃，要靠国家救济，要靠大家帮助。我们国家还要
花费巨额外汇去进口粮食，粮食确实是宝贵的呀。“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曾经是
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诗句。我们不会忘却了这首诗的精髓。
但是，看看我们食堂的餐厅里，各种浪费粮食的现象依然比
比皆是。有的同学很是挑食，吃了几口饭就倒掉了，说这饭
菜是自己不喜欢吃的！有的同学光想买零食，不想吃饭；有
的同学着急去玩，盛饭的时候，走路慌张就把饭粒洒在地上！
有的同学一边吃一边还在打闹……这些都是在浪费粮食！也



许你并不觉得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
什么，可是，如果你浪费这一点，他浪费这一点，大家都浪
费这一点，那就是一个惊人的损失了！

国家教委早在1991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开展爱
惜粮食、节约粮食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不少学生
中，节约粮食的观念十分淡薄。这不仅反映了不少青少年学
生和儿童不懂得珍惜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而且也直接反映
出他们在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为此，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各类学校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
重视这一问题，要把节约、爱惜粮食的教育活动，作为学校
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下去，并努力抓出成效。
教育学生树立“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观念，培
养他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所以，我们要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它也是“养成良好习
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创建“绿色学校”、创
建“节约型学校”的.实际行动，同学们，你想做个文明的小
学生吗？那就从文明就餐、节约粮食开始吧！其实节约粮食，
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要剩饭菜；吃饭
的时候，也要集中注意力，认真吃饭，不挑食。无论爸爸妈
妈给我们吃的，还是学校里的饭菜，我们都要把肚子吃饱，
吃饱才有利于我们身体成长的。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都要
通通吃掉它！

我们要树立节约意识。爱粮、惜粮、节粮，不能是空洞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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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发掘节约潜力。我们虽然不种田、不产粮，但节约粮
食也相当于种了粮食。我们的一张张餐桌就相当于一方方粮
田，除了吃进肚子里的粮食外，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们要强化节约行为。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不能浪
费粮食。吃多少，烧多少；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不挑
食；少吃零食，买了就要吃完，不随手扔掉……。对浪费的
现象，我们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只要我们牢记“节约”，
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好学生吧！

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演讲稿 篇16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三

大家好！

或许饥饿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吃得好，吃得好，已
经成为一件平常的事情。还有谁关切食物的来源，还有谁关
切被丢弃的食物？但现实令人担忧：一方面，世界人口日益
增加，粮食供应日趋惊慌，部分地区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奢侈粮食的现象屡见不鲜，农夫的劳动成果不行
珍惜。

我国古代教化家孔子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民以食为天。
可见吃在一般人心中有多重要。只是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出现了许多不珍惜食物的现象。在学校，学生吃饭
时，馒头飞得到处都是，洁白的米饭撒得到处都是。不知道
是应当把它当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还是应当想象成一个
没有寒冷的雪原。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言论嗤之以鼻，认为是危言耸听。他们
只是奢侈了一些食物，为什么要受到严厉的指责？好吧，让
我们做会计。据估计，每公斤大米大约有4万粒大米，中国
有13亿人口。假如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全国每天可节约大



米3.25万公斤，每年可节约大米1200万公斤，可养活3.5万人。
平均亩产1000公斤，等于每年开发1.2万亩无形良田！一米一
粟来之不易，疼惜粮食是每个人的责任。

袁隆平是中国的傲慢，也是世界的傲慢。袁隆平更感动了中
国和世界。要以袁隆平爷爷为榜样，运用科技手段，开发粮
食新品种，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征程中，更要关注农业、农村和农夫，珍惜来
之不易的粮食，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农夫叔叔们挥汗如
雨的辛勤劳动！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并不是说你的生活很好，假如
你负担得起，你可以奢侈它。奢侈是可耻的行为。即使在发
达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这是对劳动的敬重，也是
一种社会责任。

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演讲稿 篇11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四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珍惜粮食，筑牢生命之基”。

粮食是立命之需，是生存之源。我们从小就诵读着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告诉了
我们，粮食来之不易，应该珍惜。而民以食为天，更是表明
了粮食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物质需求丰盈的今天，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不同的声
音。比如“食物丰富粮食富裕，我们并不需要去担心匮
乏”“节约让人觉得小气”等等，这一类的想法开始萌发，
以至于助长了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但是在物质充裕的今天，
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地浪费粮食。在疫情大背景之下，
粮食所处重要的地位便能够体现出来了。国家储备粮食量的



多少，关乎着国内千万百姓的基本生存需要。同学们，请试
想一下，当每一个家庭都从餐桌上倒掉一道菜，国家的粮食
安全线也就跟着下落了一份。所以，珍惜粮食，重视粮食的
基地地位，这正是你我，大家共同应当做到的，更是不容忽
视的一个小事。

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呢?勤俭节约，
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是身处何时何处何地，
都应该保持这么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于有些同学们对于节约
的另类解读为小气，我想说的是，节约并非是减衣缩食，而
是让用度恰如其分，并不是小气吝啬;而好客也并不等同于铺
张浪费，而应当是热情好客与和谐的气氛为主，珍惜粮食的
美德传承至今，这一定是在其中是有永恒的价值所存在的。

珍惜粮食，你我共筑生命的安全堡垒。世间万物，唯有爱与
美食不可辜负。这不仅仅体现的是人们对于食物的喜爱，而
人们更看重的更是美食当中包含着人们事物，情感与精神的
寄托。粮食不仅仅是我们对于物质上的需求，更是人们在悲
苦喜乐之中的见证者与调节剂。它不仅仅可以满足于每天的
饱腹的需求，也可以带给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增添更多的斑
斓色彩。就如同东坡先生，他在困顿的时候所创作的东坡饼
一般，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它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早就
已经远远的大过当今时代的实际需求了。若要今天的生活更
加美好，我们更应当节约粮食。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中华美德的发扬，更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
现，我们着眼于远处，珍惜食物，行动于眼前，从小事做起。
每一次点餐都适度，积极响应光盘行动。在外聚会，提醒父
母不要铺张浪费等等，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珍惜粮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同学们，从不浪费自己手中
的每一粒粮食做起，让你我都从物质的需要与精神的保障筑
牢基底。爱惜粮食，从你我做起!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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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奶奶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奶奶虽然年龄大，但一直保持
着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比如说一盘新鲜的菜出锅了，第一顿
奶奶先是撑破了肚皮往肚子里装，如果实在吃不了，就放到
冰箱里，等第二顿再拿出来热热吃，一直是吃了热，热了吃，
直到菜酸了，奶奶也舍不得扔，最后倒给家里的鸡吃。我常
和奶奶说隔夜的饭菜吃了容易得病，但奶奶仍然舍不得扔这
些粮食，还教导我们说：“弘弘呀，我们虽然生活好了，但
不能忘本呀。在六七十年代，庄稼青黄不接，你的老太爷就
是活活饿死的，老太太也是吃树皮和花生皮才勉强活了下来，
那时候要是有这么一碗白米饭，该有多高兴啊，所以你要珍
惜粮食，浪费可耻呀！”我一直对浪费这个词理解很肤浅，
听了奶奶的话，我才明白，没有了粮食将是多么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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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失望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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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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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六

上午好!

我是四(1)班的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爱惜粮食 文
明用餐》。

同学们，在讲到爱惜粮食，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锄禾》这
首古诗。这首古诗就是告诉我们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我
们爱惜粮食。可是我们真的做到爱惜粮食了吗?在学校食堂，
每天都会看见同学们浪费粮食的现象!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很多孩子读不起书，也
还有很多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当你浪费一口粮食时，也
许在他们的眼里浪费的就是一顿丰富的晚餐。有的同学家庭
条件好，很是挑食，吃了几口饭就倒掉了，说这饭菜是自己
不喜欢吃的这些都是在浪费粮食!也许你并不觉得自己在浪费，
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浪费这
一点，他浪费这一点，大家都浪费这一点，那就是一个惊人
的损失了!

同学们，你想做个文明的小学生吗?那就从文明就餐、爱惜粮
食开始吧!其实爱惜粮食，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不要剩饭



菜；不挑食，不厌食。无论是在家里爸爸妈妈给我们做吃的，
还是学校里的饭菜，都是有利于我们身体成长的，为了我们
自己的健康，我们都要通通吃掉它!文明就餐就是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安静就餐，不大声喧哗、打闹，不端着饭盒奔跑走动，
防止相互碰撞或烫伤；就餐时细嚼慢咽，有助消化，也不含
饭说话，以免发生意外。在就餐结束后半小时内不跑或者进
行剧烈运动。爱护餐具，并把餐具放在指定的地方；同时要
尊重工作人员，对他们为大家的服务表示感谢。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名珍惜粮食，文明用餐的
好学生吧!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七

一天中午，唐代诗人李绅来到了一片农田。

当时正值烈日当空，热得像闷罐，像蒸笼。太阳毒辣辣的，
恨不得把大地烤焦。只见一位老农，不停地挥动着锄头为禾
苗除草。他看见有人过来，稍停片刻，用带着补丁的衣衫擦
擦额头上的大汗。再看农民的脸晒得黑黝黝的，有的地方爆
了皮。嘴唇干巴巴的，用舌头舔舔嘴唇，又开始挥动锄头。
汗水不住地往下淌，细看衣衫已湿透，好像洗过一样，能拧
下许多水来。汗水很像下饺子似的啪啪滴入禾苗下的泥土里。
诗人感慨万分，怀着一颗怜悯和同情广大农民的心，走向家
里。快到家时，看见一个胖嘟嘟的员外之子，不好好地吃饭
到处乱跑，还须管家追着喂，好不容易吃完，碗里剩下了不
少的饭粒。诗人心中不禁感慨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那首
《悯农》，它让我们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不是嘛? 再来讲讲
我们的校园一角。

第一、保持良好的就餐秩序，按班级排队进入餐厅。



第二、珍惜粮食，不挑食，不厌食，不浪费。

第三、就餐时保持安静，不随意奔跑走动，以防止相互碰撞
或烫伤。 第四、就餐时细嚼慢咽，不能含饭说话，以免发生
意外。

第五、在就餐完后，按秩序走出餐厅。半小时内不能跑、跳
或进行其它剧烈运动。

第六、尊重餐厅工作人员，对他们为大家的服务表示感谢。

第七、保持桌面卫生，就餐后把桌子上的杂物随盘带走。

我们热切期望广大师生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注意就餐过程中的点滴小事。您的举手之劳就能给他人带来
无限的帮助和温暖。希望广大同学能积极加入到文明就餐的
行列中，让我们一起努力，营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就餐氛围。

幼儿园爱惜粮食演讲篇八

大家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每天的“盘中餐”是哪里来的吗？米
饭是由大米制成的，而大米则来源于水稻。而水稻的种植、
生长、加工过程极为复杂而艰辛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整个过程吧！

播种。农民伯伯要在稻田（泡在水的土地）里撒下种子，播
种时要提防水中的生物误伤（如蛇、水蛭等），并要每天关
注育苗田里的水温、水质，确保秧苗的茁壮成长。

分苗。当秧苗长出有十余厘米时，需把它拔出、分散重新栽
种到更大面积的秧田中，并讲究行距间隔的分开，使其有充
足的生长空间，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宽。不能使用农业机械



化的稻田，需要人工弯着腰，用手一根接一根的把秧苗插到
稻田里，这种劳作方式延续了千百年，就是常见的插秧场景。

锄草。秧苗长到一定的高度，需要把其他杂草拔除。在烈日
的照晒，秧田好似一个大蒸笼，农民伯伯弯着腰，一根一根
的把杂草拔除，汗水顺着胳膊、脸颊一滴一滴的滴入田中，
正是“汗滴禾下土”，每一颗稻穗都是一滴一滴汗水培育出
来的。

收割。收割是最农忙的时节，要赶在好天气，及时的把成熟
的麦穗收割起来，收割时还要小心稻谷麦芒割伤，收割下的
谷子还要打谷、碾壳把米粒和谷壳分开，才是能食用的米粒。

同学们，以上就是我们天天餐桌上最普通米饭的原材
料———米粒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间农民伯伯要撒下多少辛
勤的汗水。可是另一方面，据统计，全球每年在粮食的浪费
上面就价值2亿多美元，是个多么庞大的数量呀，中国的耕地
只占全球的7%，却有23%的人口需要养活，农民伯伯一年的收
获，难道我们就忍心这样把它倒进垃圾桶？中华文化历来就
有勤为俭的传统美德，就是指不要铺张浪费，如果你体验了
这种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更要从每天的餐桌做起，珍惜每
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们一起从自己做起，勤
俭节约，爱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就是尊重自己，传承中
华勤俭好美德，做中华好市民，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