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好朋友由来 幼儿园常规活动心得
体会(模板6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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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一

粮食是民以食为天的至关重要之物，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
活、健康和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粮食浪费问题愈发突
出，这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对粮食生产者的不公平和
对环境的破坏。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养成
珍惜粮食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我有了一些关于珍惜粮食
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粮食的珍贵。在这个物质丰富的社会里，我
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买到各种美食，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粮食
的珍贵。然而，粮食的产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同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水、土地和能源。为了种植粮食，农
民们辛辛苦苦劳作数月，用了一年的心血。每一粒粮食都是
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并珍惜这份付出。我们应该
想到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们，他们每天都得为了一口饭奔
波劳累。拥有粮食是我们的幸福，珍惜粮食就是珍惜对生活
的感恩之心。

其次，我开始从细节做起，减少粮食浪费。我们应该从日常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做起，尽可能地减少粮食的浪费。在食堂
就餐时，我们应该量力而行，不贪多吃，不随意浪费。如果
摔碎了碗或者食物掉到地上，我们应该自己清理干净，不留
给别人，减少餐厅工作人员的损失。平时在自己的宿舍里，



我们也要将剩余的食物及时存储和消费掉，而不是把它们扔
掉。此外，我们还可以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避免过度点菜、
食用过多的零食等。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能在无形中减
少粮食的浪费。

第三，我鼓励身边的人珍惜粮食。每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小，
但只有当我们人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因此，我会在身边的人中积极倡导珍惜粮食的理念，并将自
己的行动告诉他们。我会组织一些关于珍惜粮食的讨论或者
宣传活动，通过影视、演讲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粮食的重
要性，明白减少粮食浪费的紧迫性。当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
加入到珍惜粮食的行列中来，就能够形成关于珍惜粮食的良
好氛围，减少粮食浪费的现象。

此外，作为大学生，我们还要学习关于粮食的知识，提高对
粮食的认识和了解。只有了解更多关于粮食的信息，我们才
能够真正意识到粮食的珍贵。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会给我
们讲解粮食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全球粮食状况等，我们要认
真学习并加以实践。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相关的讲座、
论坛和活动，增加对粮食问题的了解。这样，我们就能够更
有底气地珍惜粮食，积极行动起来。

总之，珍惜粮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每个大学生应
该履行的义务。通过对粮食的珍惜，我们不仅能够避免粮食
浪费，更能够培养出对生活的感恩之心。珍惜粮食的过程可
能需要我们改变一些习惯，但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也开始行
动起来时，我们会发现这种改变是多么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在未来，我将继续努力，通过言传身教、宣传教育等形式，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珍惜粮食的行列中来，为创建和谐的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二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建国以来，我们以占世界7%



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与此同时，粮食浪费却与日俱增，作为社会公民，我
们应当自觉担负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责任，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时值“世界粮食日”、“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来临，横山
县粮食局、农业局、妇联、共青团县委联合向全县城乡居民、
粮食生产和消费者倡导开展“家庭农业-供养世界关爱地
球”“节约一粒粮 我们在行动”的群众性活动，并发出如下
倡议：

一、争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学习节粮爱粮知识，反对讲排场、摆阔
气、搞攀比，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弘扬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爱粮节粮的新风尚。

二、争做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践行者。从我做起，从一日
三餐做起，适量定餐，避免剩餐，合理消费;到食堂饭店就餐，
提倡打包剩余饭菜，以“光盘”为荣，以剩饭剩菜为耻，坚持
“餐餐不余、年年有余”，争做爱粮节粮的表率和楷模。

三、争做节粮增收的示范者。积极改善粮食储存、运输条件，
减少产后损失，推广农户科学储粮建设工程，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全面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
篇大文章，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争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广泛宣传爱粮节粮的相关知识
和减少浪费的措施，增强节约意识，影响和带动生产和消费
者及全社会加入到爱粮节粮的实际行动中来，引领崇尚节俭
的社会新风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凝心聚力，爱惜粮食，杜绝浪费，共创



节约型家庭、节约型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三

袁隆平是中国著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
誉的农业科学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提高粮食产量，
解决粮食问题。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资源的有限，袁隆平
深知粮食的珍贵，他坚信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之
一。因此，他一直强调珍惜粮食，并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有
效利用粮食的心得体会。

段落二：了解粮食的价值

袁隆平认为，珍惜粮食首先要了解粮食的价值。粮食是农村
一方天地中最宝贵的收成，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更是人们生
活所依赖的主要食物来源。袁隆平提倡人们关注粮食的生长
过程，了解农民艰苦劳作的辛苦，以及食物背后的付出。只
有真正认识到粮食的价值，才能对粮食心存敬畏，不会浪费。

段落三：养成节约习惯

袁隆平强调培养节约粮食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他鼓励大
家量取所需，避免食物过剩而产生浪费。何时何量取食是一
个细致的因应过程，既要保证吃得饱，又要避免吃得过大过
猛导致食物浪费。袁隆平自己也是循序渐进，一点一滴地养
成了不浪费食物的良好习惯。他说：“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
一个农民的心血，应该将每一口粮食都充分利用起来。”

段落四：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作为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研发了一系列科学的种植技术，
旨在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他多次提到种植技术的重要性，
以及正确使用肥料、农药和灌溉水的方法。他强调要保证科



学种植，减少粮食的浪费。只有通过科学方法种植粮食，才
能有效提高粮食产量，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段落五：加强粮食储存和保护

袁隆平还强调加强粮食的储存和保护工作。他指出，仅仅提
高粮食产量还不足以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做好粮食的后续工
作。这就包括储存、加工和分发等环节。袁隆平提倡发展现
代化的粮食储藏设施，加强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确保
粮食能够长久存放，避免因为储存不当而导致的粮食损失和
浪费。

结论：

综上所述，袁隆平珍惜粮食心得体会包括：了解粮食的价值、
养成节约习惯、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以及加强粮食储存和保
护等方面。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践，并具
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袁隆平一样珍惜粮
食资源，从我们自身做起，为实现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共同建设一个更加
美好的家园。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黄金季节里，我
们迎来了“世界粮食日”。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

请各位同学想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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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粮食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入粮食短缺问题的严重性（200字）

粮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能量
来源。然而，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农
作物减产，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全球至少有8.1亿人面临饥饿，而在这背后，每年约有13亿吨
粮食被浪费。同时，大量的水资源也被浪费在种植过量粮食
上。面对如此惨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认识到珍惜粮食
的重要性。

第二段：粮食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不断增加（250字）

尽管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却经常忽略粮食资源有
限的事实。大自然中的水、土地和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这些资源却未必能够无限供应。然而，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粮食需求却持续不断地



增加。再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和对粮食浪费的盲目态度，粮
食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我们必须珍惜每一粒粮食，以
确保人类长期的食物安全。

第三段：粮食浪费与粮食价值的认识不足（250字）

粮食浪费是当前粮食短缺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对于
食物的价值没有足够的认识，面对餐桌上的菜品总是“眼高
于肚”，挑食只选自己喜欢的部分。同时，在餐厅或家庭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浪费大量的食物。据统计，全球每年扔掉的
食物大约有30%是可食用的，这些食物的浪费不仅浪费了农民
的努力，也浪费了水和土地资源。我们需要重拾对粮食价值
的理解，从每一顿饭开始，才能更好地珍惜粮食。

第四段：珍惜粮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250字）

要真正珍惜粮食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合理的规划和购买合适的食材来减少食物的浪费。在了解家
庭成员喜好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大家尝试新的食物，用不同
的方式烹饪美食，发挥粮食的最大价值。其次，合理存储食
物也是减少浪费的重要手段。正确使用冰箱和食品保鲜方法，
合理控制食物的存放时间，避免因过期造成食物的报废。最
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和进行公益宣传来推动
粮食节约的实施。只有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行动，才能够形成
人人珍惜粮食的风尚，让粮食的浪费成为过去。

第五段：倡导珍惜粮食，共建可持续未来（250字）

珍惜粮食不仅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企
业和学校等各方面都应该加强粮食节约宣传和管理。政府可
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粮食浪费监测系统。企业可以
通过粮食回收利用和资源再利用的方式来减少食物的浪费。
学校可以加强粮食教育，让学生从小学会珍惜粮食。通过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总结：只有当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粮食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才
能够真正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做到珍惜每一粒粮食。
通过改变我们购买、烹饪和消费的方式，我们可以减少粮食
浪费，共同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珍惜粮食，让每一
粒粮食都发挥出它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