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通用9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
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
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一

上午好！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节约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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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人已经忘却了这首从小背熟的诗的精髓。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
适度消费的理念”，真正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人们从最基
本的“吃”做起。

一、餐馆每天倒掉的肉够贫困山区一家人吃一个月

在某家著名餐馆，记者看到这样一幕：3个人要了一大桌菜，
没动几筷子就“埋单”了，也没要求“打包”。饭桌上刚吃
了几口的“料子鸡”，还几乎是完整的鱼，以及其他没吃完
的菜全部被倒进了垃圾桶。而这种情况在各类餐馆随处可见。
这家餐馆的服务员小潘来自贫困山区，她说在她的故乡，即
使到今天，人们也不是顿顿都吃得上鱼和肉。她说：“现在
我一天倒掉的肉，够我们家吃一个月。”同样的事情在这家
餐馆、在许多地方，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

二、食堂每天1/5的食物被浪费



三、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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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颇和瑕疵。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是世界人均
值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
资源、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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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不
过是举手之劳。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
量，而不应该摆阔气，乱点一气；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
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成为新时
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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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今天（12月2日）是第xx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以
下简称“122”），为进一步增强同学们的法制意识、安全意
识、文明意识，学校今天开展20xx年“全国交通安全日”主
题教育活动。

今年以“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创造人人
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交通局面。



通过扎实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教育活动，让同学们
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出行理念和交
通习惯进一步优化，有力营造关爱生命、文明出行的良好氛
围。

注意事项：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
路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
出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
围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
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在雾、雨、雪天，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
动车司机尽早发现目标，提前采取安全措施。在一些城市中，
小学生外出均头戴小黄帽，集体活动时还手持“让”字牌，
也是为了使机动车及时发现、避让，这种做法应当提倡。

1、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绿灯行，红灯停”。

2、穿越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
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3、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
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
才可以穿越马路。

4、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隔离墩。



5、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呼唤，
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以免发生意外。

1、要经常检修自行车，保持车况完好。车闸、车铃是否灵敏、
正常，尤其重要。

2、自行车的车型大小要合适，不要骑儿童玩具车上街。也不
要人小骑大型车。

3、不要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不要骑自
行车上街。

4、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逆行；转弯时
不抢行猛拐，要提前减慢速度，看清四周情况，以明确的手
势示意后再转弯。

5、经过交叉路口，要减速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不
闯红灯，遇到红灯要停车等候，待绿灯亮了再继续前行。

6、骑车时不要双手撒把，不多人并骑，不互相攀扶，不互相
追逐、打闹。

7、骑车时不攀扶机动车辆，不载过重的东西，不骑车带人，
不在骑车时戴耳机听广播。

8、学习、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知识。

9、骑车途中遇雨，不要为了免遭雨淋而埋头猛骑。

10、雨天骑车，最好穿雨衣、雨披，不要一手持伞，一手扶
把骑行。

11、雨天气道路泥泞湿滑，骑车要精力更加集中，随时准备
应付突发情况，骑行的速度要比正常天气时慢些才好。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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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明用餐要求每个同学要有规则意识。

2、文明用餐要求每个同学要有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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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明用餐要求每个同学要有良好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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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四

当我们学会使用碗筷的时侯，就被温柔的提醒着，捡完剩下
的米粒。那个时侯，心里就对这些小米粒们有了敬畏。

我们开始明白，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粮食。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当我们坐在小学的教室里学习古诗时，在



朗朗的读书声中，我们仿佛走到了田边，看到古代劳动人民
在田里辛勤的耕耘，原先小小的粮食是用汗水浇灌长大的，
我们必须要爱惜它。

小朋友们，请你们和我一齐爱惜它，不要随便丢弃没有吃完
的东西，馒头也好，饼干也好，都不要挑剔，不要因为觉得
口味不好或者不够新鲜就扔掉。做一个爱惜粮食的孩子，从
我们日常生活开始！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五

或许，饥饿这个词对于我们已经有些遥远。吃饱饭，吃好饭
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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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粮
食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浪费粮食的行为屡见不鲜，
农民的劳动成果得不到珍惜。

我们古代的教育家孔子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民以食为天。
可见，“吃”在老百姓心中是多么重要。只是这些年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许多不珍惜粮食的现象。学校里，
学生就餐时馒头四处横飞，雪白的米饭撒满地面……不知是
应把这里看作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还是应想象成没有寒冷的
雪原。

有些人对于这些言论或许多少还有些嗤之以鼻，认为是危言
耸听，自己只是浪费一些粮食，为何要受到如斯沉重的指责。
那么，让我们来算笔账吧。据测算，1公斤大米约有米
粒40000个，我国13亿人口，若每人每天节约1粒大米，则全
国每天可节约32500公斤大米，每年可节约1200万公斤大米，
可养活35000人；若以平均亩产1000公斤计，等于每年开发无
形良田12000亩！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爱粮节粮须知人人
有责。



袁隆平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袁隆平感动了中国，
更感动了世界。我们应以袁隆平爷爷为榜样，利用科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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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要关注农业，农村和农
民，要倍加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因为，在每粒粮食中，都
浸满了农民伯伯挥汗如雨的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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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劳动的尊重，
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今日我演讲的主题是：维护健康，拒绝零食。

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的学校，
每学期我们的教师都利用班会课开展“拒绝零食，从此刻做
起”的主题教育。经过教育，许多同学都认识到零食的危害，
抵住了零食的诱惑，不乱买零食。可是，我们还发现还是有
个别同学控制不了自我，上学前和放学后，在学校门口的小
商店里购买零食吃，把包装袋乱扔，学校的角落边、垃圾桶
里，甚至课桌里都能找到零食包装袋。

第一、经常吃零食，胃肠就要随时分泌消化液，这样到吃正
餐的时候，消化液就分泌不充足，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第二、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一般都是无证摊点，所卖的零食一
般都是“三无产品”，这些“垃圾零食”中常包含很多的色
素、防腐剂，吃了会伤害身体。并且由于零食中酸、甜、咸
各种味道的强烈刺激，常可导致我们的味觉迟钝，以至于一



般的饮食根本不足以引起食欲，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

第三、在学校吃零食，食品和手都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卫生保
护，特别是边走路边吃零食，更不卫生，容易得肠道传染病，
严重时会损害身体健康。

第四、吃零食还会影响学校的环境卫生，不利于学校文化建
设。

同学们，让我们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控制住自我的嘴巴，
拒绝零食的`诱惑，把我们的精力放到学习上。

我们倡议：维护健康，拒绝零食、从我做起，从此刻做起。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今日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健康饮食从我做起》。

每一家的健康与食品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提高，人
们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话
题。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情景，就是每一天都能看到我们学校旁
的小商店和地摊小贩在卖一些三无食品和垃圾食品，而我们
的一些同学却买得乐此不彼，吃得津津有味。可又有多少人
明白，吃了它们不仅仅会导致肥胖，更严重的会使很多细菌
侵入人体，造成胃肠炎症。所以，请警告广大朋友为了自我
的健康而少吃这类食品。

要健康饮食，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不购买街边小吃或街边小店的垃圾食品，去一些正规超市
购买食物。



2、买所需食品时，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qs生产许可标
志等等。

3、认准品牌购买，尽量买一些有品牌的食品。

4、少吃油炸食品及零食，多吃蔬菜水果等有营养的食品。

5、不买价格明显过低的食品，不要贪小失大。

注意以上几点，就大致能做到安全饮食了。俗话说：“民以
食为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每一天要吃和喝，食物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食品的质量决定了人类生命的质量。
所以，食品必须是安全的并且有益健康的。

同时，也呼吁食品安全，关系你我他，但愿生产者不再为食
品安全脸红，国人不再为食品安全担心，国家不再为食品安
全丢脸。此刻，让我们一齐行动起来，杜绝有害食品，倡导
绿色食品！期望同学们听了我这次的讲话后都健康饮食，健
康地成长。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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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影响着我国国民建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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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问题演讲稿篇九

1、吃饭时，不要剩下粮食，争取做道少剩或不剩。

2、吃不了太多饭，又怕吃不饱的话多拿少取。这样，剩下的
饭就不会出现浪费的现象了。

4、看到他人浪费粮食的现象，应该及时制止，并进行教导。

5、制作节约浪食的公益广告，并张贴在学校食堂。

6、快变质的食物要尽快食用，变质后扔了也很可惜。

7、做饭的时候根据人数而定下做饭的量，这样就不会有剩饭
了。

一粒米，一粒种子，他们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非洲，
每天都有上百的人民因饥饿而去世。同学们，从今天做起，
从小事做起，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