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浪费粮食即兴演讲 节约粮食杜绝
浪费演讲稿(优秀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一

大家好！

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节约粮食。

古人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这首诗大家都学过吧，可是你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涵
义吗？从一颗秧苗种子到你碗里的那粒米饭，要经历多少道
工序及为之付出的辛苦劳动呢？我们同学都不知道吧！为什
么我这么说呢？平时在学校里，我看到有些同学在午餐的时
候因为自己的口味与饭菜不合，常常把自己不爱吃的饭菜倒
掉，造成很大的浪费。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十分可耻的，应
该杜绝。

把中午的饭菜吃光，不仅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了能量，也是一
种反对铺张浪费的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同学，饭
菜不吃，零食不断，这既不利于营养的吸收，又造成金钱的
浪费。虽然我不提倡挑食，但如果有的菜，你实在不爱吃，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拒绝浪费，你可以问问周围其他同学，
或许他们爱吃，会给你解决一下。其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可以去实现“节约”这个目标。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
的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
持餐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

因此，我在这里倡导同学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
从现在开始。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二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随着现在人们生活的不断富裕，浪费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嚼了一半的面包，咬了一口的馒头，吃了一半的米饭，喝了
一半的汤……这些在贫困地区吃不到的食物却被我们无情地
扔进了垃圾桶。在生活中，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没能得到全
面的控制。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人在饭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
高达2000亿元，被扔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粮食，舌
尖上的浪费让我们觉得十分心痛。

“崇尚节俭，摒弃浪费”从我做起。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中
午，我把饭盛得满满的，可是因为没有我爱吃的菜，我就打
算趁着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把饭倒掉，结果不巧被爸妈发
现了。爸爸严厉地问我：“为什么要把饭倒掉？”我一本正
经地说：“因为没有我爱吃的菜。”妈妈说：“你不是学过
《悯农》这首诗吗？背一遍。”我一愣，漫不经心地背
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妈妈说：“既然你会背这首诗，那怎么不在行动上爱惜粮
食呢？你知道吗？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人人
节约一粒米，拯救世间千万人。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
贵’……”我听着脸红了，又重新回到餐桌上，大口大口地



把米饭吃完了。从那以后，我心中就有一个概念：爱惜粮食，
从我做起，杜绝浪费，现在做起！

后来，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地区的人们因
为没有粮食吃而被活活地饿死，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吃
的是粗糠和杂粮，各个都是面黄肌瘦的。每当我看见垃圾桶
边上放着许多剩菜剩饭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贫困山区农
民饥饿的情景，心里觉得很惭愧，这些米饭可都是农民伯伯
辛苦的劳动和勤劳的汗水换来的！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爱惜粮食，人人有责！”其实
节约粮食做起来很简单：吃多少盛多少，不要剩饭菜；不挑
食、不浪费。注重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方式，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节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发
扬光大，在崇尚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中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三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节约粮食。

古人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这首诗大家都学过吧，可是你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涵
义吗？从一颗秧苗种子到你碗里的那粒米饭，要经历多少道
工序及为之付出的辛苦劳动呢？我们同学都不知道吧！为什
么我这么说呢？平时在学校里，我看到有些同学在午餐的时
候因为自己的口味与饭菜不合，常常把自己不爱吃的饭菜倒
掉，造成很大的浪费。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十分可耻的，应
该杜绝。

把中午的饭菜吃光，不仅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了能量，也是一



种反对铺张浪费的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同学，饭
菜不吃，零食不断，这既不利于营养的吸收，又造成金钱的
浪费。虽然我不提倡挑食，但如果有的菜，你实在不爱吃，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拒绝浪费，你可以问问周围其他同学，
或许他们爱吃，会给你解决一下。其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可以去实现“节约”这个目标。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
的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
持餐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因此，我在这
里倡导同学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从现在开始。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的题目是《爱惜粮食，杜绝浪
费》，曾经一段时间，“舌尖上的美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
题，一提起“舌尖上”，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美味的食物，
但实际上，我们的“舌尖”除了品尝美食以外，也在制造着
惊人的奢侈浪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诗。但是，看看我们食堂的餐厅里，各
种浪费粮食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同学匆匆吃了几口，就将
饭菜倒掉，然后去买零食吃。有的同学很是挑食，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部分同学要倒掉1/2饭菜，倒掉1/3饭菜的同学就
更多了。看着满桶的剩菜剩饭，实在令人感到可惜和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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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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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浪费的现象，我们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同时，我们还要
做到文明就餐。在此，请允许我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

1、以班级为单位排队进食堂就餐。行进过程中不追逐、打闹，
不奔跑。

2、排队取饭时要有秩序，不你推我搡，不争抢打闹。遇到问
题要文明礼让，不主动挑衅滋事。

3、就餐时保持安静，不说笑，不偏食、挑食。

4、同学之间互相监督，看到浪费现象要勇于制止，尽量减少
浪费。

5、就餐完毕后餐具要轻摆放，保持桌面整洁，不把食品带出
食堂。

6、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

同学们，节约是美德，是品质，是责任，我们都是社会的主
人，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就要用心去爱护它、关心它，用
实际行动参与到节约行动中来，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
实践者和示范者，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名爱惜粮食、节
约粮食的好学生吧！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xx班的学生xx，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演讲，今天我的演讲
题目是“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话在我还在读幼儿园的
时候，便看见食堂里张贴了这句古诗。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
初中生了，还是能够看见食堂里粘贴有这样一句话。回想起
从前的自己，点了很多自己想吃的菜，但是最后却没有吃完，
因此确实是浪费了很多的粮食。相信在场的大多数同学都过
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吧，不愁吃不愁穿，从前的我，也是娇生
惯养的。但是在一年前，我参加了父母给我安排的夏令营活
动之后，我学会了节约，并且每次是自己能吃多少就点多少，
坚决不浪费我的碗里从来不会剩下一粒米饭，在去年的夏令
营结束之后，我的父母都直呼我简直换了一个人，回到家吃
饭，我还会指责父母浪费粮食的行为，虽然说现在浪费粮食
的情况依旧不少见，但是我会做好自己。

说起去年的夏令营活动，真的是让我颇有感触。想必在各位
同学的印象中，夏令营活动都是非常有趣得吧，不错，夏令
营的确非常有趣，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同学的是，夏令营活动
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轻松，非常锻炼人。旅游是一回事，
夏令营也是一回事，旅游是去享受，去释放自己，开拓自己
眼界的，而夏令营就是让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土
人情，虽说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体验的生活，真的很
不一样，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活的我，在夏令营中，我还种了
水稻，钓鱼，甚至学会了炒菜。

刚刚来到农村的时候，免不了蚊虫叮咬，很多时候半夜都会
被蚊子咬醒，我有过很多次想要回家的念头，但是又憋了回
去，因为通行的小伙伴没有一个喊苦喊累的，甚至只有我一
个人掉过眼泪，想想还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为了给自己争
口气，我就忍了下来，不得不说，在农村生活真的非常锻炼
人，虽然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像农村里的人那样全天候的



干活，但是仅仅一两个小时的农活，也把我们累的够呛，也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经历，我懂得了粮食是有多么的来之不
易，每当自己碗里有剩余的粮食，都会有种罪恶感，我就会
会想起自己干活时那样的劳累，粮食真的来之不易，我们不
能浪费。

各位同学们，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伯伯们留下的艰辛汗水换
来的，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树立“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的观念，影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六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吃，大概就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从古至今，中国人充分发
挥其智慧在吃这一方面。大到宾宴餐桌上的美食，小到各色
各式的`街头小吃，人们的生活总是离不开吃的。

然而，在这吃的背后，却令人触目惊心。在餐饮方面每年的
浪费约为三千二百多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储藏、运输、加工
和餐饭。但餐桌上的浪费却是两千多亿元。这些被浪费的粮
食可以供约2。5亿人一年的口粮。这么庞大的数据，我震惊
了。

自我记事以来，我吃完饭以后碗几乎是空的。或许是习惯了
饭后空空的碗，现在看见碗里有剩饭心里就会过意不去，有
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从小学就已经能熟背的《悯农》就印在
心中，但在餐桌上浪费时，就犹如从未见过一样。

勤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大部
分的人都做都到了勤，因为他们需要满足温饱和享受物质生
活。与此同时，俭这一方面却常常被忽略。勤与俭好像分了



家似的。或许在有些人的观念里，他们本就不是一家。

人们都知道积少成多。每天浪费一点粮食，时间长了，也就
不是一点了。懂得节粮的人多了，那么浪费粮食严重的现象
就会减少。都是积少成多，是要当前者还是后者?我们节约粮
食，也就是善行，是对粮食的善，是对劳动人民辛勤成果的
善。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七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_班，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庄严的国旗下，为大家
作“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演讲。

而今天，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唱着雄壮的国歌，迎接
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在幸福的同时，我
们有没有想到为祖国做了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祖国分忧呢?
我们生活在丰富的物质环境里，不愁吃不愁穿，快乐无忧的
生活和学习，在这个优越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淡忘“珍惜粮
食，杜绝浪费”的品质。我们每天吃的一米一粟，从春种到
秋收，从种子到我们的盘中餐，是多少生命和汗水成就的啊。
当它还是一粒种子时，勤劳的农民们顶着烈日为它浇水施肥，
用汗水把它灌溉;当它长成后的收割之日，地里又有多少无名
昆虫用生命成就了它的丰收;这时候一年的光阴也悄然而逝。
当它被运到我们的学校，又经过了食堂师傅们多少的心血，
精心的烹饪才变成了我们面前美味的盘中餐。可是，在学校
食堂里，有许多同学把只吃了几口的馒头扔到了餐桌上，把
只吃了几口的饭菜倒掉……据调查发现，平均每5位同学中就
有1位倒掉小半碗饭菜，倒掉了3分之1饭菜的同学更多。看着
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实在令人可惜。



当我们肆意将盘中餐变成残渣时，有谁还记得“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幸苦”的古训?有谁想过用米粒堆积成的山丘可以供多
少人充饥?当我们将仅剩一口的食物丢弃时，“厨中有剩饭，
路上有饥人”啊，有谁想过战争及自然灾害中难民们那渴求
食物的眼神呢?当我们在寝室里将吃不下的食物当作垃圾投进
垃圾桶时，有谁想到“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的事实呢?
同学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可又有谁曾想过这些食物来之不易呢?我们浪费的同时，
世界上还有30多亿人们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还有8亿人口处
于饥饿状态，尤其是南部非洲的人民，更是长期缺乏食物。
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他们根本不敢奢望学习，温饱对
于他们而言就是的渴望啊!

另外，从我们国家而言，目前我们中国的人口是13亿，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是世界人均耕地的四分之一。目前畜
牧业养殖业的发展，宝贵的耕地也日渐消失，粮食产量供不
应求;再加上食物在收割、加工等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损耗和浪
费，最后能真正成为我们盘中餐的粮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充足，在我国依然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孩子被饥饿包
围着······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让我们进一步明确
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特殊意义。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现在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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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每一粒浪费，
从我做起，如果看到浪费现象，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制止，
杜绝这种不良风气的滋长;当然，仅在学校做到不浪费粮食是
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
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
若有剩余的要打包带回家。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
时制止浪费粮食现象的发生。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美丽的金秋十月，在这个收获
之季，让我们一起打造节约的良好风尚，打造文明和谐美丽



的长江中学，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吧。

谢谢大家。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八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回顾几十年前，革命先辈们长征，漫漫路途中，有多少红军
战士因为没有干粮而饿死途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有多
少老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活活饿死，那几年，许多人觉得能
吃上一顿饱饭都是奢侈，许多人经常饿得头晕眼花，体弱无
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啊，
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来的，从春天播种到
秋天收获，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们应该珍惜他们的劳
动成果，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杜绝浪费的现象。

谢谢大家！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九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想象过吗，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粮食不够吃了，会怎
样？我想，那时的世界，饥饿、恐慌，会充斥着人们的心。
你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不珍
惜粮食，人们离这个噩梦不远了！

在这个推崇“体面”的时代，人们为了面子，在大酒店里，
没几个人吃饭，却点了一大桌子的菜，而这些精美的饭菜，
有的只吃了几口，还有的只是用筷子翻动了几下，吃都没吃
过，一顿饭下来，钱花了不少，但桌上仍留着许多没吃完的



饭菜，却没一人打包带回家去吃，这些饭菜就只能倒掉。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句古训，虽人人知晓，但
又有几个人真正奉为信条呢？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爸爸给我
装完饭后，还夹好了菜，可这菜里有苦瓜。当我兴高采烈地
端起饭碗，一看见这苦瓜，便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这苦瓜是
我最不喜欢吃的菜，于是，我对爸爸说：“我明明告诉过你，
我不吃苦瓜，你还给我夹苦瓜干嘛？”可爸爸苦口婆心地说：
“苦瓜很有营养，一定要多吃。”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答应吃
了。等爸爸不注意时，我便迅速把苦瓜都倒进了厕所里。

听彭老师说，我们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如果我
们所有中国人站在一起张着嘴，那么总面积比世界上最大的
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而一个人的胃，不知是一张嘴
的多少倍，想一想，这么多人一餐要吃多少东西！一天呢？
一年呢？而现在我们吃的很多粮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就算
是一个面包，制作过程也不简单，首先需要种植小麦，再进
行加工磨成粉，然后还要将盐、糖、奶油……等等材料送到
面包房，然后再烘培、包装……之后才能上市。听到老师说
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了五谷杂粮，他们在晒得人睁不开眼睛
的太阳下，零上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劳作，如一首古诗所
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是不是要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而在有些国家，
他们从不浪费，如果你去欧美人家做客，主人问你要多少水，
如果你说一杯水，水端上来以后，如果你没喝完，主人就会
因为你没有节约的意识而气愤不已，即使是半杯水，他们也
绝不会浪费。

现在，我们国家虽然越来越富裕了，可是人们却越来越铺张
浪费，如果再这样下去，真到了粮尽水绝的地步，后悔就晚
了！让我们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浪费粮食即兴演讲篇十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同学们，在讲到节约粮食，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悯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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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节约粮食。可是我们真的做到节约粮食了吗？我们每天都
会看见同学们浪费粮食的现象！看见白白的米饭和诱人的菜
肴被倒掉，真是让人心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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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外出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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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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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文明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和文明学生的形象！

其实节约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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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碗筷，不端着餐盘奔跑走动，
防止相互碰撞或烫伤；不随处乱倒饭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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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或进行剧烈运动。不损坏餐具和设施，并把
餐具放在指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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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