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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今天开始，让我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餐厅
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将“光盘”进行到
底！

餐厅不多点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朋友聚会、家庭聚餐逐
渐恢复，作为“文明餐桌”的行动主体，洛阳市的餐
馆、酒店纷纷“出招”，引导顾客文明卫生用餐，注重
节约、避免浪费。

洛阳餐旅宴天下新区店总经理任红晓表示，该
酒店倡议“光盘行动”，以“吃光”为荣，在公共区域张
贴“光盘行动”的宣传海报，引导顾客按量点餐，拒绝
浪费。此外，工作人员会在点菜时提醒顾客够吃正
好，还根据实际情况推出“半份菜”，如有吃不完的提
醒顾客打包，免费提供打包盒。

食堂不多打

8 月 11 日 18 时许，在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机关
食堂，一批批就餐者陆续到来，大厅里热闹起来。

来自许昌“市民之家”的工作人员王歌，在取餐
窗口取了一小份炒茄瓜、一个小馒头，还有一小碗绿
豆粥。“这里的菜和主食分大份小份，可以根据需要
取用。”她说。吃完后，她用纸巾擦干净桌上的菜汤
污迹，主动将餐盘送回。

许昌市机关事务中心后勤二处主任徐德昌介绍，他们每天
公布菜谱，定期征集用餐人员的意见，组织精干力量创新菜品，
制作出搭配合理、价格适中、数量适宜的“家常菜”“大众菜”，
并改变供应模式，采取自选与自助相结合的办法，既增加了就
餐的自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

厨房不多做

“现在这日子好了，不像过去缺吃少喝的，我们家做饭的原
则就是宁欠勿撑，尽量不剩饭。”77 岁的市民董秀云一边削着丝
瓜一边说，她过过穷日子，勤俭节约惯了，最怕浪费。

尽管估摸着家人的饭量做饭，但仍免不了偶尔剩饭的时
候。老伴儿高尚海就变着法儿“翻新”剩饭：剩下的汤面条和上
鸡蛋面粉，做成美味的面条饼；剩下的米饭、青菜，再加上面条，
熬成当地人爱吃的“下米条”等，总能管好一家老小的胃。

对“舌尖上的浪费”说不!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自古以来，敬天惜粮、勤俭节约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不过，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

象仍然存在，危害粮食安全，有违“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必须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社会坚决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近日，家住广东天河的张伯来
到广州酒家临江大道店就餐，餐厅
的走廊和过道上，“节约粮食”的温
馨提示醒目可见，大门口的公共电
子屏滚动播放文明餐桌的公益广告
宣传。

“通常我们两个人就点三道菜，
都能吃完，吃不完就打包。”张伯说，
自己外出就餐已经习惯了打包，通
常一人一道菜，吃不完就不浪费，打
包回家第二餐再吃。“青菜一般不打
包，所以尽量吃完，肉类吃不完就会
打包。”

“打包已经成为很多客人的习
惯。”陶陶居酒家有关负责人介绍，
若餐桌上有吃不完的食物，食客们
一般情况下都会打包带走。“吃不完
选择打包的顾客约占九成。”

“惜粮就是惜福。”市民梁先生
说，看到宴席上剩菜多了，他常常有
罪恶感。据介绍，广州食客除了养
成打包的习惯，不少人还摸索出了
点餐的技巧。市民刘英表示，和朋
友或家人在外面聚餐时，她通常会
根据就餐人数来点菜，“比如 4 人就
点三四个菜，8 人点 8 个菜，只会少
点，不会多点”。

2013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成为从源头上狠刹奢
侈浪费之风的综合性、基础性党内
法规。

“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
换”“节约粮食、光盘行动”……如
今，在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党
政部门，随处可见的宣传画、电子
屏，用不同形式向干部职工宣传“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理念，“光盘”
成为不少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
2013 年当年，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
各部门公务接待中的餐饮经费下降

60% ，餐 厨 垃 圾 普 遍 下 降 30% 以
上。

在甘肃兰州一家设计公司担任
设计师的刘兴国今年 29 岁，由于工
作繁忙，中午就餐他喜欢点外卖。
刘兴国说，“我特别赞同‘对粮食安
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由于
上班时一直坐着，饭量比较小，点外
卖时我会特别备注饭量少一点，尽
量做到不浪费粮食。”

像刘兴国这样因工作繁忙而常
点外卖的年轻人有很多。“每天中午

在单位吃饭都是靠外卖，中餐菜一
般都能吃完，会浪费四分之一的米
饭。”23岁的陈镓鹏是湖北武汉一网
络科技公司的广告设计师。陈镓鹏
表示，年轻人更要加强节约粮食的
意识，从生活习惯入手。他建议，外
卖平台可以增加米饭多少的选项，
有利于节约粮食。

除了上班族以外，大学生群体
也是外卖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广西
大学大二学生李贞燕称，餐饮浪费
行为在高校校园并不鲜见，外卖和
零食还没吃完就扔，食堂剩饭剩菜
成堆。“小餐桌，大文明。作为新时
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避免食物浪
费。”李贞燕说。

在一项网络投票调查中，超过
1.8 万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近八千
名网友表示支持饭店普及半份菜，
五千多名网友认为日常生活中应
该把打包变成习惯，也有很多网友
支持推行分餐制，控制用餐量；对
吃光盘的消费者进行奖励，对严重
浪费的行为进行罚款。有网友留
言表示，点菜的时候可以少点一
些 ，不 够 再 加 ，好 面 子 是 最 浪 费
的。还有网友建议，疫情防控之
下，分餐制应该大力推广，可以有
效减少浪费。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一
直都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今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蝗灾等让全球面
临更加严峻的粮食危机。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编
写的最新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2020 年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 8300
万，甚至可能新增 1.32亿。

对于中国而言，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 2020 年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
示，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
历史新高，粮食安全有底气，但并不
代表可以肆意浪费。“舌尖上的浪
费”，不仅是对粮食资源的消耗，也
给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等增加了不
必要的工作负担，不利于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虽然“舌尖上的浪费”
现象有所改观，但在一些地方，不少
餐饮浪费现象仍然触目惊心、令人
痛心。“现在公款浪费现象少了，但
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个人餐

饮消费中存在的浪费现象还比较普
遍，爱面子、讲排场的过度消费还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副院长赵萍说。

——餐厅饭馆剩菜剩饭仍然不
少。

“不少客人离开时，餐桌上、火
锅里都剩下不少饭菜，有时得扔掉
一半！”上海市杨浦区一家火锅店的
服务员吴小莉说，虽然店里推出了
半份菜、免费打包等服务，但一些客
人在点餐时还是会多点，对服务员
的善意提醒也不管不顾。

——食堂管理制度仍待改进。
“食堂的一些管理制度不合理，

客观上增加了浪费现象。”北京某公
司员工高朗说，单位食堂菜品没有
推出半份服务，有时买了一份想吃
的菜品，但其实根本吃不掉，最典型
的就是米饭，只有 2 两、3 两等标准
份，现在不少员工的饭量其实更小，
最后不得不浪费。“在回收处，经常
看到很多餐盘里剩了大量饭菜，被
倒进垃圾桶，让人心疼！”高朗说。

——家庭用餐还须倡导节约。
“每天清运的居民厨余垃圾中，

剩菜剩饭浪费的现象还是比较普
遍。”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第二清洁车辆场餐厨清运班长胡
富祥说，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居家用
餐多了，有些人把做饭当成一种消
遣，很多饭菜做出来只拍几张照片，
吃不了几口就被丢掉了，还有不少
人会点外卖，但外卖点餐量明显超
出了实际需要量，很多外卖连包装
都没拆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等机构对北京、上海、成都、拉萨
4个城市 366家餐馆进行的实地调研
发现，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 93
克/人/餐，浪费率为 11.7%。据测算，
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食物浪费
量就高达 1700万至 1800万吨，相当于
3000 万至 5000 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其中，大型餐馆、游客群体、商务聚餐
等是餐饮食物浪费的“重灾区”。

“现在就餐约有 5%到 6%的浪
费，比以前有很大改进，但也是一个

不小的数字。而且浪费的食物堵了
下水道，污染了母亲河，也会误导孩
子的行为习惯。”8 月 11 日，湖北武
汉餐饮业协会会长、小蓝鲸酒店董
事长刘国梁向武汉所有餐厅发出倡
议，推行 N—1 点餐模式，即 10 位进
餐客人点 9 个人的菜，不够再增加
菜品；针对两三位客人进餐，餐厅推
出半份菜和小份菜，在节约的前提
下，以满足消费者品种多样化的需
求；每家餐厅要准备打包盒等。刘
国梁介绍说，“事实上，从 2013 年我
们就开始倡导‘光盘行动’，包括

‘N—1 点餐模式’，武汉不少餐厅也
陆续提供免费打包的服务。”

倡导节约给餐饮业带来的不是
损失，反是实惠。刘国梁列出一组
对比数据：2012 年武汉市餐饮行业
营业额在 400 亿左右，当时约有 20%
至 30%的都是浪费。2013 年以来武
汉积极倡导“光盘行动”，2019 年武
汉市餐饮行业营业额为 1230亿。

可见，遏制餐饮浪费，依然任重
道远。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事在全
民、人人有责。

“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
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为各地各部门制定实施更
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商务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同相关部
门抓紧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的法
规，完善餐饮节约规范，研究制定褒
奖节约、惩戒浪费的政策措施，将建
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

今年 3 月，《江苏省粮食流通条
例》正式施行，明确“鼓励节约用
粮，倡导健康消费”。江苏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法规体改处处长赵
云芳介绍，立法明确了政府部门、
粮食经营主体和用粮单位以及新
闻媒体的责任和定位。“要求县级
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强爱粮
节粮宣传教育，支持爱粮节粮宣传
教育基地建设；要求粮食经营主体
和用粮单位运用新设施、新技术和
新装备，节约粮食、减少损耗；要求
新闻媒体对节约粮食开展公益性
宣传，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进行舆论
监督。”

与此同时，各级各类学校始终
把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日常教育
的内容，大力培养学生的节约习

惯。“节约要从孩子抓起，把勤俭节
约等美德教育贯穿始终。”北京工商
大学教授洪涛认为，应该把勤俭节
约作为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方面，
纳入学生思想品德课程教育体系
中，同时，针对城市居民、商务人士
等群体，采取亲身体验、典型引领等
方式，让节约理念入脑入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作为教育
工作者，需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引领学生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爱惜
粮食的好习惯。”江苏南通市崇川学
校校长陆晖说，学校将以此为契机，
引导全体学生对照未成年人行为准
则八礼四仪中的餐饮之礼“要爱惜
粮食、节俭用餐”的要求，进一步加
强节俭教育，全面开展“光盘行动”，
并将之纳入文明班级、文明学生的
评比中，积极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良好氛围。

浙江传媒学院通过推出营养简
餐、科学制定食谱、做好餐食搭配，
并利用大数据研究就餐率及师生的
饮食偏好，实现按需、按量供给。后
勤服务中心主任缪春华说：“我们将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深挖后勤服务的节约能力，
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师生
的节约习惯。”

江西理工大学连续多年开展
“光盘换水果”活动，南昌大学、南昌
航空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志愿者劝导

机制，引导青年学生吃多少打多少，
对浪费行为说“不”。

此外，专家还表示，在当前强调
扩内需促消费的背景下，一些人忽视
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甚至认为
浪费也是促消费、扩内需，这是必须
纠正的观念。“消费与浪费有本质上
的不同，促消费是鼓励群众不断追求
美好生活，浪费却是对资源的不必要
消耗，以消费之名行浪费之实，将产
生严重的社会危害。”中国社科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

餐桌传承优良品德。“要进一步加强
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
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
围。”当前，各地各部门正合力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倡导合理、
健康的饮食文化，大力破除讲排场、
比阔气等不良风气，促进反对餐饮
浪费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遏制浪费 任重道远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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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综合自人民日报、人民网、央广网、南方新闻网、
大河网等媒体报道

@金祥
社区：有 一
种 节 约 叫

“光盘”，有
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
惯叫“光盘”。所谓“光盘”，就
是 要 吃 光 盘 子 里 的 食 物 。 勤
俭节约是中国传统美德，也是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马上做的，
大家一起行动吧。

@教育者：人均 GDP 在世
界百位之后的中国，每年在餐
桌 上 浪 费 的 粮 食 相 当 于 两 亿
多人一年的口粮，舌尖上不可
以存在奢侈。我和我的家人、
一定从下一顿饭开始，少吃，
拒绝“剩宴”。

@南昌质监：遏 制“ 舌 尖
上的浪费”，首先要管住脑袋，
点餐的时候多点节约意识；要

管住嘴，喜欢吃的就点，不喜
欢的不点；最后，要管住自己
的手，吃不完打包，别嫌提着
累、烦。

@布衣旗舰店：拒绝浪费
并不难，只需多打一个包，吃
不 了 带 回 家 ，服 务 员 多 些 提
醒、引导，餐厅多些半份菜、小
份 菜 。 从 我 做 起 ，从 现 在 做
起，那种“菜点少了丢面子”的
风气一定要扭转，“浪费点不
算什么”的观念才能改变，餐
桌上的文明才能形成。

@南阳之莹语：不 做“ 剩
饭族”。当你在饭馆留下满桌
剩菜离去时，你要知道我国餐
饮 业 每 年 倒 掉 饭 菜 相 当 惊
人 。 要 知 道 世 界 上 每 六 秒 就
有 一 名 儿 童 因 饥 饿 而 死 。 想
起他们，你还能浪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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