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全球能源安全形势的心得体会(大
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
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全球能源安全形势的心得体会篇一

情况

驻地东北3.5公里，海拔890米，辖区共9个自然村，11个村民。
全村共有605户，2638人。全村总耕地面积5119亩，水田3468
亩，旱地1651亩。全村人均有粮729公斤，人均收入1766.：
男31人，女4人)，现有吸毒人员4人(：男3人，女1人)，弄
岭2人，硝塘1人，户引1人;艾滋病感染/病人9例(含死亡1例)，
均为性传播感染。的主要工作，抓好了禁毒防艾工作，村两
委对禁毒防艾作，纳入议事日程。禁毒和防艾工作关系到社
会稳定、安康，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禁毒防艾工作
的，由村支部书记担任禁毒防艾责任人，由副支书、副主任
和驻村工作队员协助，并对全村的禁毒防艾工作安排部署，
健全并各禁毒防艾工作责任制，签订了责任书。了全村禁毒
防艾工作的并了的。干群的禁防意识禁毒防艾的法律法规的
宣传，营造禁毒防艾工作的，是禁毒防艾斗争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有利于地禁毒防艾工作宣传教育。

把禁毒防艾的法律法规作"五五"普法工作的内容，充实禁毒
防艾的宣传教育队伍;以法制宣传活动、创办法治宣传栏等多
种普法和禁毒防艾培训宣传，禁防工作队伍的建设。把禁毒
防艾宣传教育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共青团、学校、
妇女之家、民兵之家等组成了强大的宣传队伍，有计划、有、
有组织地宣传教育工作，使全社会禁毒防艾意识，基层组织



和禁毒斗争的性、性，大大了、学生的拒毒、防毒、反毒、
防艾的意识。

禁毒防艾工作的"四禁并举、堵源截流、执法、综合治理"的
方针，多方联合、齐抓共管，使全村禁毒防艾工作落到了实
处。联合乡计生办对全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检查和避孕工
作宣传，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
作。各村民把禁毒防艾工作纳入村规民约管理，由村支部书
记担任禁毒责任人，抓好本村的禁毒防艾工作。

学校教育阵地建设，让禁毒防艾宣传春风吹进学校。为学校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学生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使禁毒防艾知
识进学校、入课堂。，在学校内多种的宣传教育活动。

外出务工人员的禁防意识。经常走访外出务工人员家属，宣
传毒品、艾滋病的危害及预防等知识，教育家属外出务工人
员对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性的认识，宣传面不留死角的问题。

仍要放松。禁防工作的，对毒品和艾滋病的，但不愿意禁毒
防艾工作，只要是健康的，禁毒和防艾工作是党委、和职能
的事。是艾滋病自愿检查工作难以，社会上对艾滋病人感染
者仍有歧视、排斥。

综合防治的设备、设施。

自发外出务工人员，条件限制，仍然未禁毒防艾知识培训。

村财政较为，经费有限，制约了禁防工作的。

禁毒防艾工作，与的通力协作。认清,毒品是当今世界的头号
公害，艾滋病是21世纪的绝症瘟疫。禁毒防艾工作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同心协
力，健全和主导、多合作、全社会的禁防工作机制。



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对青少年"面对面"
宣传教育，"小手牵大手"活动，使青少年在禁毒防艾工作主
导作用。

健全禁防长效机制。以禁防为主要内容的村规民约，保障其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健全禁防组织，使组织在今后工作中最前
哨的作用。

共青团、学校、妇女之家、民兵之家的作用，宣传，营造，
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同心协力，健全和村委主导、多组
织合作、全社会的禁毒防艾防控机制。

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艾滋病监测工作，实施干预工程，强
化干预措施，"四免一关怀"政策的下，在各的通力协作下，
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芒蚌村将一手抓禁毒，一手抓防艾，两
手都不松。以"芒蚌"为稳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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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一天，我懂得了节约——那次，我和我父母去了桃园
摘桃子。我抬起头，桃树上红彤彤的桃子让我馋涎欲滴。我
飞一般地拿起了篮子，冲进了那个大桃园，开始了“摘桃之
旅”。

在我摘桃子的过程中，我想，反正我们摘下来的桃子要付钱
的，一定要挑最好的，不能吃亏！于是只要摘到小的或者有
点烂的桃子，就毫不犹豫地丢到地上——让我惊奇的是，那
时的我竟让没有一丝的内疚。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男孩。他有一双炯炯有
神的双眼，手上拿着一个绿色的布袋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
西。只见他弯下腰捡起了一个个桃子。我奇怪地问：“你为
什要把桃子捡起来呢?”“因为还能吃啊！哥哥，你不知道，



我爹妈为了种这片林子花了很多心思！”这时我才知道他是
果园的“小老板”。

他又嘟囔着：“一人扔一个，那得浪费多少个，坏了一点削
削也能吃……”

这让我想起我刚才做得“见不得人的事”，脸“刷”的一下
红了起来。小男孩拿起一个桃子，往身上擦了擦，津津有味
地吃起来，我的脸更红了，“自私、浪费”等一系列的字眼
浮现在我眼前……唉！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却把老师常提到的
“勤俭节约”扔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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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是谁，在播种田地?是农民伯伯。烈日炎炎，是谁，
在弯腰锄苗?是农民伯伯。硕果累累，是谁，在耐心收割?是
农民伯伯。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农民伯伯的辛勤耕耘，因为有
他们，我们才从一棵不起眼的小树长成了能庇荫的大树;从牙
牙学语的孩子长成了一名中学生。“粒粒皆辛苦”，这是对
农民伯伯辛勤工作的高度肯定。

滚烫的太阳照着大地，农民伯伯在农田里，洒下了辛劳的汗
水。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他们收获了他们耕作一年的成果，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现在，我们却让他们的努力，他
们的汗水付之东流。

据统计，每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浪费，年浪费量达13
亿吨，相当于全球谷物产量的二分之一。这么惊人的数字，
都是由于我们不爱惜粮食，浪费粮食造成的。在贫困山区的
人们，每天都面临吃不饱的问题，他们的心愿就是每天一日
三餐能吃上饱饭，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节约一粒粮食，
那么他们的心愿将在不久实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这



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道理，可是又有多少人明白这句话的含
义呢?又有多少人可以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呢?如果每个人都
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倒掉的粮食还会那么多吗?所以，从现
在开始，把节约粮食当成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爱惜粮食，不
能辜负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要记住，10月16日是“世界爱
粮日”。

还记得那则公益广告吗?“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
公益，叫‘光盘’;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智慧;节
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
对粮食的敬意;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今天，
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拒绝浪费，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是的，正如广告中所说
的，节约，是公益，是美德，是智慧，也应该是行动和习惯。
让我们一起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光盘’行动，我们都在努力;“浪费粮食”，终将与我们告
别。我们今天的节约，就是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存做努
力。“爱粮节粮”，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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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大家可能都知道，可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节约粮食。

坐在我边上吃饭的同学是王仕衍，他每一次吃饭都只是吃一
两口就倒掉了，我们都很不喜欢他。

我和几个同学说过他，甚至都差点儿去告老师了呢，可他却
都仍然不吃多少，这使我们都没法子了。

记得有一次，王仕衍比我们都要先到餐桌，就开始有了一个
新的坏主意。他先拿着汤勺盛了一点汤倒在自己米饭上，而
且慢慢地。倒完后便故意拿着汤勺，在自己的米饭上碰了一



下子后，便又放回原位了。这下我们这一小桌上的人直骂他，
可他却：哈哈大笑，丝毫没有改过来。我们这一小桌再也没
喝汤了。尽管如此，王仕衍任然只吃上一两口就倒掉，跑回
教室。

记得还有一次，王仕衍没有吃一口饭，而是和一些吃了一些
的同学们一起倒掉后就跑回教室里了，我也没有拦住他。

大家好好想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吃的东西，人类将会怎么样?
一定会被饿死。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要知
道，食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那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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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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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引起全世界人
民对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视，敦促各国采取行动增加粮食
生产，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此后每年的世界粮食日，
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及一些民间组织都要开展多
种形式的活动进行纪念。

“民以食为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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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全球人口数量不断
增长、全球可耕种土地面积的减少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
素，世界农业和粮食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联合国粮农组
织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全球仍有8.52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每年约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长期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饥荒已成为地球人的
第1号杀手，每年平均夺去1千万人的生命，500多万儿童因饥
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营养不良，全球每4
秒钟大约有1人死亡!

再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看看我们国家的粮食是不是已经
富裕到了可以不提节约的地步了?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是一



个：用占世界可耕地面积为6%的土地，养育着为世界22%的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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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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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国。

古代先农们种植过多达数千种的农作物，而现在只有大约150
种被广泛种植，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其中，玉米、小
麦、水稻约占60%，而大多数的其它农作物品种已处于灭绝的
边缘。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有许许多多像“世界杂交
水稻之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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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正常的生活
需要。

因为，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
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呀!可以说，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

是的：我们没有体会过“锄禾日当午”的艰辛，便会觉
得“粒粒皆辛苦”有些单薄;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浪费
粮食的现象，在家中大碗大碗的剩饭倒进垃圾桶。在食堂，
饭只吃几口就倒掉，这些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反映我们不
懂得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而且也直接反映出他们在思
想品德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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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一张张餐桌相当于一方方粮
田，除了吃进肚子里的粮食外，不浪费一粒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