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精选6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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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一

没有粮食，人就不能生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节约那来之不
易的粮食，关于内容详情如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认为珍珠项链非常珍贵，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粮食，这不起眼的两个字，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没有粮食，人就不能生存。

但现实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比比皆是、历历在目。每当
你走进学校食堂吃饭，就会发现许多人在浪费食物：有的人
看见饭菜很难吃，没吃两口倒掉了，有的人甚至连看都不看
就直接倒掉了。有一次，我们在饭店吃饭，看见隔壁那桌大
鱼大肉，可不一会儿，人都走了，许多菜还没吃掉，也没有
打包，看着服务员把菜统统倒掉时，我的心很酸，有种说不
出的感受。哎!可曾经的我也是这样的人啊!记得有次早上上
学快要迟到了，我就把妈妈买的早饭随便吃了两三口，就想
走了。妈妈见了，严厉地批评了我：“你知道吗，这些粮食
得来不易啊!夏天，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耕耘，经过
辛勤的劳动，在秋天终于有了收获，这些米饭都是这样得来
的。现在城里的孩子过上了好日子，你竟然如此浪费。你要
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珍惜每一粒米
饭。”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批评，我羞愧地把剩下的早饭全
吃了。现在想想，感觉自己真不应该，没有意识到粮食的重
要性。



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粮食生产的艰难，培养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美德。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二

1、俭、德之供也；侈，恶之大也。

2、饭与菜连着“cpi”，合理消费有利无害。

3、节约优雅，浪费粗俗。

4、吃光盘里的饭菜，你会看见“美德”。

5、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6、浪费与奢侈，两者皆可耻。愿君多节俭，光盘最明智。

7、我要光盘，拒绝“剩宴”。

8、倡导餐桌文明，提升城市品位。

9、珍惜粮食光盘间，崇尚节约我争先。

10、爱惜粮食就是热爱生活。粒米虽小你别扔，勤俭节约留
美名。

11、向浪费说不，向奢侈告别，让我们一同前行，舞动出我
们自己的“光盘”。

12、粒米虽小君莫扔，勤俭节约留美名。

13、尊重农民伯伯、不轻视劳动人民的劳动。



14、行船靠舵手，理家靠节约。

15、只顾瞅学妹，撒了饭菜多浪费。

16、请记住：粮食来得不容易！

17、服务有笑脸，消费说谢谢。

18、勤俭是一生中用不完的美德。

19、节约粮食是美德，浪费粮食是犯罪。

20、节约每一餐，快乐每一天。

21、留住绿色，留住美丽，为了我们的家更美好，请不要用
一次性筷子。

22、尊重劳动成果，倡导健康生活。

23、尊重粮食，尊重劳动。

24、尊重劳动成果，珍惜幸福生活。

25、崇尚节粮风气，促进可持续发展。

26、当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7、节约粮食，尊重劳动，珍惜幸福。

28、餐厅是我家，清洁靠大家。

29、吃多少点多少，莫要点多吃不了。

30、粒粒皆辛苦，浪费最耻辱。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三

党员是全社会道德意识和行为的楷模。作为党员，要为人民
服务，关心群众生活，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在日
常生活中，节约粮食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此，本文
将从党员角度出发，探讨党员节约粮食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明确意义

粮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
的重要政策，也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党员应该树立起节约粮
食的意识，发挥表率作用，引导周围人共同节约，为实现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段：节约粮食的方法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减少浪费，还包括从生产，加工，购买
以及食用等环节入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

1.合理存粮：在购买粮食时，应考虑到合理的存储环境和时
间长短，以避免粮食的浪费。

2.精打细算：在食用环节，应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食物，
避免浪费。

3.保护剩余饭菜:在用餐环节，可以注意精打细算，剩余的饭
菜可以打包带回家，或给当地的废物处理体系进行回收利用。

第四段：从党员的角度谈节约粮食

作为党员，我们要用身体力行努力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工作，
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强化道德观念，提高党员的自觉性。

1.宣传教育:引导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相信我们的行动是



人人可做的。告诉人们粮食来之不易，值得我们珍惜。

2.身体力行：党员应该用行动来表现自己的坚持，例如党员
自己实行健康饮食，积极加入“光盘行动”等志愿服务。

3.掌握技巧:党员应该学习和掌握相关公共服务技能，定期参
加培训，加深对资源和环保等方面的认识，积极地开展工作。

第五段：总结

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不仅是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
任。党员身为群众的代表，更应该发挥表率引导作用，从自
己做起，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生工程，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建立和谐的节约用餐文化。大力倡导节俭，树立勤俭节约文
化，树立节约用餐、粮食勿浪费、遵守新农村文明礼仪等思
想，呼吁全民共建和谐、节俭、绿色、低碳的社会。作为党
员,我们应该时刻记在心上，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四

首先，节约粮食是我们大家应该积极参与的负责任行为。银
行不仅是金融机构，更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银行倡导粮食
节约也正是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于我们而言，作为倡导者，
银行要求我们在日常中尽可能减少浪费，从小事做起，比如
节余餐盒、减少食物环节浪费等等。正如银行方案所
述，“少吃一颗良心，浪费就多了一份罪恶”，我们需要有
节约粮食的良好品德意识。

其次，银行提出的粮食节约措施非常实用。减少浪费是最核
心的一个措施。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物品流程，从这个过
程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造成食物浪费的原因。银行对于
把浪费的食品捐给弱势群体也非常注意，这样可以将浪费为
爱的宣传落到实处。通过慈善行为唤起大众有爱心的品质，
这也是银行社会责任的另一层面。



然后，银行的粮食节约方案有很大的可普及性。每个人都可
以按自己的方式在生活中节约，最基础的就是不浪费，将食
品余留下来尽量利用。而且我们也可以举行像银行一样的活
动，让更多的人通过现场了解食品浪费造成的问题，从而把
反对浪费进一步普及到社区，甚至全国。

同时，教育的重要性也在银行倡导的粮食节约方案中得以体
现。只有更好的教育自觉才能够改变人们浪费粮食的习惯。
从孩子们开始教育，从灌输沉淀的价值观切入，让每一个人
都知道粮食宝贵，把吃饭认识成一项操作责任，那么才能够
让一个社区或国家的漫长时间里都实施有效的措施，有效的
宣传价值观。

最后，身体健康是粮食节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节约不仅是对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而且被证明可以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每
天少吃一勺，积少成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将会
感受到健康的改变。这就提醒我们，在日常从节约食物开始，
让更多的人愿意这样去做，培养餐桌文明和家庭文明，管理
自己所吃的食物。在养成节约习惯的同时，增强身体健康意
识。

总之，通过银行举办的粮食节约方案，不仅是护环保幸福，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每个人在日常中做好节约，积累
小品行，从而在大的层次上推动社会进步，节约粮食是每个
人的责任。我们需要认真的对待粮食这个问题，从小事做起，
从日常中把这个发挥到极致，才能让粮食——地球上最宝贵
的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五

粮食，真的不值钱吗?节约粮食真的不重要吗?不是的。不错，
现在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
早已解决了千百年来没有办法吃饱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很自
豪。可由于我国人口猛增，人均仅有粮食362公斤。如果每个



中国人每顿饭都节约一点粮食，一年会节约多少?三年呢?五
年呢?“积少成多”、“滴水成河”人人都节约粮，积累起来，
有多大的用处呀!

有一次，我到同学家玩，不知不觉，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同
学的妈妈做的是大米饭，可他就是要喝大米粥，他妈妈把饭
倒了，换成粥。我的那位同学喝了两口，把筷子一放，就回
屋玩机器人去了，这样做也太不应该了。

同学们，我们是国家的小主人，从小就要养成节约用粮的好
习惯，用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分忧，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
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演讲稿篇六

我相信有很多人认为珍珠项链非常珍贵，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粮食，这不起眼的两个字，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没有粮食，人就不能生存。

但现实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比比皆是、历历在目。每当
你走进学校食堂吃饭，就会发现许多人在浪费食物：有的人
看见饭菜很难吃，没吃两口倒掉了，有的人甚至连看都不看
就直接倒掉了。

有一次，我们在饭店吃饭，看见隔壁那桌大鱼大肉，可不一
会儿，人都走了，许多菜还没吃掉，也没有打包，看着服务
员把菜统统倒掉时，我的心很酸，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哎！
可曾经的我也是这样的人啊！

记得有次早上上学快要迟到了，我就把妈妈买的早饭随便吃
了两三口，就想走了。

妈妈见了，严厉地批评了我：“你知道吗，这些粮食得来不



易啊！夏天，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耕耘，经过辛勤
的劳动，在秋天终于有了收获，这些米饭都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城里的孩子过上了好日子，你竟然如此浪费。你要从小
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珍惜每一粒米饭。”第
一次受到这么大的批评，我羞愧地把剩下的早饭全吃了。现
在想想，感觉自己真不应该，没有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粮食生产的艰难，培养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