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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xm@163.com

粒粒皆辛苦 颗颗是金子
凤翔区柳林镇中学八（2）班 王雯婧

在日常生活中，浪费粮
食的现象无处不在。从我们
学校餐厅的泔水桶就能看
出，一个馒头或一碗饭，有的
同学吃几口就倒掉。农村过
一次红白事，倒掉的就更多
了，真是“倒下的是剩饭，流
走的是血汗”。我查阅相关数
据得知，我国食物损耗浪费
率 约 为 22.7%，按 2021
年产量计算，共损
耗 浪 费 4.6 亿
吨 食 物 ……
这 些 损 耗

浪 费 的 食 物 量 可 满 足 1.9
亿人 1 年的营养需求。这是
多 么 可 怕 的 数 字，在 这 些
数 字 背 后，得 有 多 少 人 流
多少汗！ 

前几年，网络上又出现
了“大胃王吃播”这一乱象，
那些博主为了博取流量，在
镜头前狼吞虎咽，打着“大胃

王”的旗号，让网友觉得他们
的胃就像个填不满的“无底
洞”，但在观众看不到的地
方，他们又“催吐”，真是太不
文明、太不道德了。 

我看过电影《一九四二》，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吃的，非常
可怜，甚至出现了吃草根、吃
树皮的现象。 

袁隆平爷爷一生都在钻
研杂交水稻，扎根田间地头，
就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让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饱饭。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没有战
争，但也要节约粮食，要知
道，在缺粮少粮的年代，一斤
米都会难倒英雄汉。 

“丰年不忘饥苦，富岁当
思节约。”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大人还
是学生，我们都要珍惜粮食，
更要尊重和感恩粮食生产者。 

“节约粮食”不是口号，
而是要落实到生活中，少点
餐，够吃就好，吃不了的，就
打包带走。 

粮食如金，惜之如珍 ；
点滴节约，福泽后人。我们
要 珍 惜 每 一 碗 饭、节 约 每
一 粒 米，养 成 勤 俭 节 约 的
好习惯。 

（指导老师  杨翠平）

半碗米饭
凤县双石铺中学七（9）班 熊安琪

小镇上有位阿婆，身材
瘦小，皮肤黝黑粗糙，尽管
年逾古稀，仍然每天在自家
的地里忙碌，土地仿佛是她
生命的源泉。

一天傍晚，夕阳如血，
染红了半边天，微风轻拂，
刚收割过的麦茬地，金黄一
片。此时，背着书包的我，恰
好路过这片田地，看见阿婆
正弯腰捡拾田间遗落的麦
穗，汗水顺着她额角的皱纹
滴落，浸湿了衣衫。出于好
奇，我上前问道 ：“阿婆，您

这么大年纪了还
这么辛苦干吗？”

阿婆停下手头的活儿，
抬起布满皱纹的脸庞看着
我。她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
情感，似乎藏着一个不为人
知的秘密。

“孩子啊，你不知道粮
食有多难得，我这样做，是
因为经历过饥荒年代。”她
顿 了 顿，似 乎 在 回 忆 那 段
经历，“那时候，粮食稀缺，
一家人常常挨饿。有一晚，
我 们 家 没 有 一 口 吃 的 了，

邻 居 知 道 后，就 把 自 家 剩
下的半碗米饭分给我们充
饥。那是半碗杂米饭，只有
拳头大小，虽然不多，却是
我们家的救命饭。全家人围
在一起，一人一小口，慢慢
嚼……孩子啊，粮食是咱老
百姓的命根子，一点点都不
能浪费。”说完，阿婆又弯腰
拾起了麦穗。

阿婆的声音低沉而有
力，在微风中轻轻流淌，我的
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在我的记忆中，粮食总是唾
手可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

食品让人眼花缭乱。我很难
想象，有人会为了半碗米饭
而感动。

听完阿婆的故事，我陷
入了沉思。突然，一只麻雀
从 麦 田 中 飞 起，落 在 不 远
处，叽叽喳喳地叫着。老人
指着麻雀笑着说 ：“看，就
连小鸟都知道找食吃，我们
更应该懂得珍惜。”阿婆的
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
心中的某个角落，让我开始
反思，在心中种下了珍惜粮
食的种子。

 （指导老师  李小娟）

别让“杜绝浪费”成空谈
陇县温水镇火烧寨中心小学五年级 马媱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想必大家都听过这句诗
吧，然而，很多人仅仅是将它
挂在了嘴边，让它成了一句
空谈。

一天中午，就餐后我走
出餐厅，看见一名同学把没
吃几口的馒头扔进垃圾桶，
我连忙上前阻拦。

我 疑 惑 地 问 道 ：“ 同
学，你为什么要把没吃几口
的 馒 头 扔 掉 呢？”那 名 同
学转过身来，若无其事地对
我说 ：“馒头干巴巴的，多
难吃呀！你不觉得零食更
好吃吗？”说完便头也不回
地离去。看着白花花的大馒
头，我心中五味杂陈，垃圾
桶中的馒头好像在说 ：“现
在的孩子，真不懂得珍惜粮
食，我可是农民伯伯辛辛苦
苦种田得来的，为什么要将

我丢掉呢？”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名

同学将几块红烧肉毫不犹
豫地倒入了泔水桶。红烧肉
好似在委屈巴巴地说 ：“我
以前可是最受欢迎的，现在
为什么经常受到孩子们的
嫌弃呢？”这样的现象屡见
不鲜。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孔子提出“节用而
爱人”的思想，诸葛亮把“静
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
身”之道……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大
学生倒掉的食物大约可养
活 1000 万 人，而 我 国 每 年
浪费的粮食、食品总量至少
能养活 2 亿人。面对如此触
目 惊 心 的 数 据，身 边 的 很
多人却对浪费粮食这一行
为丝毫未感到内疚和不安。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
来，决不能让“杜绝浪费”成
为一句空谈。

我们要端正思想，树立
节约粮食的意识。不管什么
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要积
极 践 行“ 光 盘 行 动 ”，养 成

“吃多少拿多少”的用餐习
惯。用餐时根据自己的需求
取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吃不完的饭菜也要打包带
走，让每一份食物都能发挥
它应有的价值。

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影响身边的人，珍惜粮
食、杜绝浪费，做节约粮食的
小卫士。

（指导老师  翟红利）

“挑食大王”成长记
陈仓区东关小学四年级 王子豪

数着麦粒长大
渭滨区高家镇孔家庄中心小学六（2）班 张越  

金色，似乎一夜之间攻占了
整个田野。我喜欢坐在麦地里，
感受麦子蓬勃的生命力，也喜欢
借风这把梳子，一遍又一遍地梳
着黄澄澄的麦穗，嗅着它独特的
味道。我就这样观察着麦子，一
天天长大。

记忆中，当我还扎着碎碎
的“花童头”时，就喜欢在这片
麦田玩耍。麦穗在风的吹拂下
摇摇晃晃 ；那笔直的麦秆，那
么挺拔，那么气定神闲。我揪
起一把麦穗，攥在手里揉搓，
玩够了就把它抛向天空，然后
看着麦粒如天女散花般落下。
一个转身，恰好被妈妈撞见，

我被狠狠说教一番 ：一点都不
懂得珍惜！

时间一晃，麦子黄了一茬
又一茬。当我摇头晃脑地背着

《悯农》 时，才知道什么叫“珍惜
粮食”。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可
以“守护”这片麦田，却意外闯
祸——一脚踢倒了装有麦粒的
袋子。我大惊，手足无措，妈妈
沉默不语，把“蹦跳”在地上的
麦粒捡起来，而后缓缓递给我，

“去，去数数你浪费了多少粮
食”。我红着脸，低头不语，默默
捡拾，用行动去弥补那份被忽
视的珍贵。

（指导老师  倶新超）

让节约粮食成为习惯
麟游县镇头小学五（2）班 胡桐宇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浪
费粮食的现象却十分常见。

在饭店门口，常常能看到
一个甚至更多装着剩饭剩菜的
塑料桶，里面有没吃完的馒头米
饭、咬了一口的鸡腿、没吃完的
菜肴……很多学校食堂里，学生
吃不完的馒头饭菜，也都倒进了
垃圾桶。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 ：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一丝
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有一天晚饭前，弟弟恰巧
看了一条关于粮食的视频。吃
饭的时候，弟弟看着碗中的饭，
心想自己一定能吃完。过了一

会儿，弟弟明显吃饱了，还打了
几个嗝儿，可他坚持吃完了自
己碗里的饭。妈妈说吃不动就
不吃了，不用硬撑，爸爸妈妈可
以帮他解决的。弟弟却说 ：“老
师说过要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晚饭过后，爸爸夸奖了弟弟，他
说吃饭要吃多少盛多少，就像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但也要学
会适可而止……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它
们是农民伯伯早出晚归、用辛勤
的汗水换来的。他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才有了餐桌上丰盛的
食物。要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
地方，有多少人还在忍饥挨饿。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珍惜粮
食，反对浪费，培养勤俭节约的
好习惯。

（指导老师  李婉青）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宝鸡高新区宝钛子校六（2）班 李雨桐

从古至今，有许多诗文书
写粮食的来之不易，也告诉我
们应该珍惜农民伯伯辛苦种出
的每一粒粮食。

小时候，我对节约粮食的
理念既懵懂又模糊，只会背那
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在
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渐渐懂了。
打开书本，一幅插图吸引了我，
阳光洒满田野，金色的麦子在
风中摇曳，农民伯伯那慈爱又
欣喜的眼神令人感慨，他们在
漫长的岁月里一茬又一茬地耕
种。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一粒
粮食都是他们汗水与心血的凝
结，但好不容易种出的粮食，有

时却被人们随手倒掉或是随意
浪费，成为垃圾桶中的“弃儿”。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珍惜
粮食的重要性，浪费不仅仅是
对个人资源的挥霍，更是对社
会资源的浪费，而珍惜粮食，
则是对自然资源的敬畏。我们
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
滴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
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餐馆都
要适量取食，这样可以避免剩
余和浪费。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
勤俭节约这一美德，让“光盘”
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让节约粮
食在新时代绽放出不一样的
火花。

传承耕读韵
珍惜盘中餐

新苗
XINMIAO

曾几何时，我自许“挑食大
王”，每顿饭总是挑剔不已，肉

不吃，菜不尝，汤不饮。母
亲的谆谆教诲，仿佛成了

耳边风，让我的耳朵都起
了茧。 

记得上三年级时，我在
食堂用餐，目睹了同学们的

种种浪费行为。他们有的
剩饭，有的倒掉不爱吃的

饭菜，垃圾桶装满了丢
弃的食物，还有的同学

甚至用馒头嬉戏打闹。食
堂阿姨每每看到这一现象，总是
无奈地摇头叹息 ：“你们这些孩
子，太不懂得珍惜粮食了！” 

直至一日，校长带着我们
走进学校的试验田，让我们亲
身 体 验 翻 地、播 种 豆 子 的 辛
劳。我们手握锄头，汗流浃背，
小手被锄头磨得通红，仅翻松
了一小块土地。我们不禁低声
感叹 ：种地真难，粮食的生长
过程真不易！我们认真聆听
了校长的讲解，种豆的艰辛远

超我的想象，这需要付出许多
心血和汗水，而厨师每天不辞
辛劳地为我们烹饪美味佳肴，
我们又怎能浪费这些来之不
易的食物呢？ 

所以，我告诉自己，要珍惜
每一粒粮食，要以感恩之心，尊
重农民伯伯和食堂阿姨的辛勤
劳动。 

回到家中，我将这些经历
与母亲分享，她告诉我，2023
年，全球约有 7.33 亿人面临饥
饿，相当于全球每 11 人中就有
一人食不果腹。听到这些，我庆
幸自己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年
代，更懂得了应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 

滴 水 成 河，粒 米 成 箩。如
今，我已不再是昔日的“挑食大
王”，而变成了一个勤俭节约的
好少年。我明白了节约不仅是
美德，更是责任。让我们从自己
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传承美德。 

（指导老师  李佳晖） 

编者按 ：历史的长河中，粮食宛
如熠熠生辉的明珠，串起了人类文明
发展的脉络，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阅读本期《新苗》组编的 7 篇作文，
我们仿若踏入了一个童真与深思交
织的奇妙天地。 

瞧，他们童真的视角敏锐地捕捉
到了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百态万象。日
常生活中，“舌尖上的浪费”令人咋舌；
网络世界里，“吃播”乱象丛生。然而，
在光影的另一面，却藏着诸多令人动

容的温暖与坚守。阿婆常念叨的半碗
米饭，承载着一个家庭绝处逢生的希
望，即便岁月悠悠，她依旧在余晖中
躬身守护着每一株麦穗，滚落的汗水
晕染出粮食珍贵的底色；袁隆平爷爷
怀着“禾下乘凉”的绮梦，一生俯首深
耕稻田，那稻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似在诉说着对万家温饱的深情守护。 

而我们的小作者从懵懂无知、挑
肥拣瘦的顽童，成长为心怀敬意、守
护粮食的小卫士。他们踏入农田，感

受泥土的芬芳与劳作的艰辛，汗水浸
湿衣衫，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于
是，他们在吃饭时坚持“光盘”，小手
牵大手，让节约粮食之风吹遍生活的
每个角落。他们挥动着蘸满梦想与童
趣的笔杆，书写对粮食的尊重与珍
惜，发出稚嫩却有力的呼喊——守护
粮食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
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