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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俭养德。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再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他指出，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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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共

鸣，一场号召人们珍惜粮食、对餐饮浪费行为说

“不”的行动正在全国开展：各地各部门出台举

措建立长效机制；分餐制、半份菜、“N-1”点餐

模式让“光盘行动”有的放矢；餐饮企业更是通

过供给侧改革思维打造绿色厨房，让“光盘行

动”再升级、更彻底……

对餐饮浪费行为说“不”

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三餐之盘，定要

一干二净。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

有力推动下，“光盘行动”广泛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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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餐饮浪费现象，一些人

在餐饮消费中片面追求“上档次”，用餐往往“只

点贵的，不选对的”；在婚丧嫁娶等聚餐活动中，

“点得多、吃得少”依然大量存在；在一些单位、学

校的食堂，食物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中科院公

布的一项从 2013年至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 1700万至 1800万

吨，相当于 3000万到 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今年全球疫情的发生，使粮食安全的重要

性更加凸显。对此，各地出台措施建立常态化

机制，形成坚决对餐饮浪费行为说“不”的态势。

成都将每年8月11日设定为“光盘行动”宣传

日，今年还举行了开放活动。活动现场，环卫工人

拉家常，生动地向市民们宣传“光盘行动”，现场的

市民还加入“光盘群组”，共同晒出自己的“光

盘”。成都还制定出台了《关于开展“光盘行动”的

工作方案》，倡导厉行节约，切实抵制餐桌浪费。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党政机关率先垂范。

近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发出公开信，倡议中

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迅速行动起来，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餐饮浪费上走在前、

作表率，自觉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理念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各地党政机关纷纷行动。8 月 12 日，山西

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台通知，提出全省党

政机关食堂及公务接待用餐要带头坚持厉行节

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特别是要加强国内公务

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各部委积极

响应。商务部召开工作座谈会，会同多部委、行

业协会、餐饮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研究讨论提

倡餐饮节约、制止浪费的有关举措。下一步，商

务部将完善餐饮节约规范，出台制止餐饮浪费

的措施，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文化

和旅游部正在制定、修订旅游住宿业和旅游景

区标准，将反对食品浪费的内容列入其中，还将

组织开展禁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积极引导景

区景点、饭店民宿、旅游餐饮等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加强行业自律，倡导文明旅游。

创新服务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走进长春凯悦酒店后厨，厨师正将一份牛

腩土豆分装在 5 个小餐盘中。如今，该酒店大

力推行分餐位上菜。“分餐而食的方式不仅实现

了健康文明就餐，也有助于节约粮食，实现光

盘。”酒店餐饮总监张洁说。

为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全国多地餐饮业

创新服务，推出不少促进节约粮食的“好点子”

“小妙招”。

在一向讲究大锅炖、大盘菜的东北，小份

菜悄然流行。午餐时间，长春一家名为“砂唐

居”的餐馆，20 多名顾客正在就餐，每张餐

桌上摆放的是小碟装的炖菜和炒菜。有客人吃

完离开后，菜碟里仅剩一点汤汁。“东北大锅

炖也可以用精致的小碟装。”饭店老板孙瑞

说，将红烧狮子头、炖排骨制成小份菜，不浪

费，价格便宜，还能让顾客多品尝几道特色

菜，深受大家喜爱。

在杭州，一些餐厅及时更新手机点餐系统，

每道菜品都能做成小份菜。在成都，中心城区

2万多家餐厅推出半份菜服务。

“量人点餐”也在成为新风尚。“建议您少点

一些。”哈尔滨一家酒店前厅经理孙立梅正在劝

客人。她介绍，酒店实行“N-1”点菜法，顾客按

照就餐人数减 1 的份数点菜，如果点多了服务

员就会及时提醒。南京部分饭店则推出了新岗

位——点餐师，其会根据用餐人数、年龄、忌口、

偏好等条件，帮顾客点出一桌菜品丰富、数量恰

好的菜肴。

一些饭店还推出了“光盘族打折”等优惠活

动。午餐时间，太原德得轩自助烤肉店内，有顾

客正在参加抽奖。门店经理郑翠萍说，自助餐

厅多有剩菜扣押金制度，但餐厅提出“光盘就奖

钱”。如果顾客没有剩菜，餐厅就会以抽奖方式

赠送小礼品。“虽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在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上有正面引导作用。”郑翠萍说。

以供给侧改革思维打造绿色餐饮业

由于不被重视，后厨经常是浪费最严重的

地方之一。全国各地餐饮行业在制止餐桌上浪

费的同时，更在后厨“刮起节约风”，以供给侧改

革思维打造绿色餐饮业。

在河北临城县一家川菜饭店，风味独特的

辣酱颇受客人喜爱。“为了从食材源头减少浪

费，我们把做鱼使用过的配料进行二次开发，研

发出辣酱免费赠送给客人。”饭店负责人麻先生

说，“一条鱼，鱼头、鱼身、鱼尾都可被做成不同

菜品。”

在国内，不少餐馆通过提高食材出成率和

利用率，减少食材浪费和厨余垃圾产生。广州

酒家体育东分公司店长何艳芬说，饭店将原材

料剩下的一些边角料做成菜品，供自家员工食

用，“比如清炒时蔬剩下的一些青菜根部，我

们会剁碎了煮成青菜粥当夜宵吃，味道还不

错。”

山西会馆分店经理富燕飞说，企业根据每

日经营和顾客预订情况随时调整采购计划，针

对后厨“洗菜常流水、没菜不关火”的浪费行为

也加强考核，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一些饭店还在推进餐厨垃圾集中化处理。

记者从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全国各门店积极响应各地垃圾分类政策，顾客

食用后的锅底将统一倒入油水分离器，通过对

底料渣、果皮渣等食物挤压处理，上层残渣进入

厨余垃圾桶，实现油水分离，减少餐厨垃圾；门

店菜品由公司供应链统一冷链配送，其中根茎

类和叶菜类净菜由中央工厂集中加工后配送，

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

互联网、大数据也成为餐饮精细化运营的

重要帮手。一些餐厅通过数据分析计算不同周

天的用货量，定期更换点单量低的菜品，以此开

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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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餐馆推出半份菜、小份菜，多人就餐时

倡导“N-1”点餐，餐后倡导打包……近日，记者

在湖北、上海、福建等多地走访发现，着力推动

厉行节约、遏制“舌尖浪费”，部分行业协会、餐

饮单位“新招”频出。新举措能否得到有效落

实？哪些浪费现象易发多发？如何才能更好尽

快构建长效机制？

厉行节约，多地发出新倡议、出“新招”

一份倡议书，近期在江城武汉广为传播。

这份由武汉餐饮业协会发出的倡议书中，

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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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顾

客在吃好的同时，从源头杜绝餐饮浪费；针对

两、三位客人进餐，餐饮单位推出半份菜和小份

菜，在节约的前提下，以满足消费者品种多样化

的需求……

武汉餐饮业协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发

出倡议，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光盘行动”

的成果，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8 月 12 日也发

出倡议书，倡导把好“点菜关”“收盘关”，

厉 行 节 约 。 在 福 州 市 聚 春 园 酒 店 ， 记 者 看

到 ， 小 份 菜 和 拼 盘 菜 成 了 桌 上 常 客 ， 点 餐

时，针对部分雷同菜品，服务员还会提醒顾

客避免浪费。

记者在上海探访时发现，“节约粮食不浪

费”的倡议，已在上海多个商圈展示。在上海世

博源商圈，商场内醒目的位置均张贴了鼓励“光

盘”的海报，而位于核心区域的大屏幕上，“节约

粮食”“杜绝浪费”“珍惜粮食就是爱护劳动成

果”等宣传内容同样醒目。

上海浦东新区文明创建处处长卢霞介绍，

目前，当地也在跟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我们

希望这些外卖平台上的餐饮企业，能够为消费

者在菜品分量上提供更多选择，比如半份、一

份、一人半份、两人份等。”

浦东新区还与社会组织“食物银行”合作，

通过“食物循环”等活动，推行节约理念。“我

们 在 全 区 设 置 了 25 个 食 物 循 环 点 ， 推 动 超

市、家庭、个人把过量食品投放到循环点，通

过规范性流程和操作，把食物分享给有需要的

人。”卢霞说。

部分浪费问题依旧多发频发

“舌尖上的浪费”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餐饮业平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餐每人 93
克，浪费率约为 12%。人均食物浪费量因城市、

餐馆类型、就餐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显著

差异。结合城市餐饮人数计算，中国城市餐饮

每年食物浪费总量约为 1700 万吨。”这是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15年对北京、

上海、成都、拉萨 195家餐饮机构 3357桌消费者

行为的调查。

“1700 万吨被浪费的食物，相当于 2015 年

全国粮食产量的 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说。

几年过去，餐桌上的浪费情况依然严重。

“餐馆规模越大，食物浪费越严重，因为大型餐

馆的商务聚会、朋友聚会、宴请活动比较多，在

这些场合里，大家更注重面子，而不是肚子。”成

升魁说。

8 月 17 日中午，记者在一家正在举办婚宴

的大型酒店走访时看到，客人们已经陆续离席，

但餐桌上还有较多的剩余，有些菜剩余一半以

上。

“过去，有时一家餐厅的剩菜，能养活一个

猪场。”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长黄履冰介

绍，有人认为，菜吃光了，就意味着菜点少了，显

得主人不够热情。“为了面子，10个人点 18道菜

甚至 20多道菜是常见现象。”

部分自助餐厅和单位食堂也是浪费问题的

“重灾区”。湖北咸宁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自助餐一般实行定额收费，有的客

人在取餐时量较大，但又不能吃完，导致出现浪

费问题。

“一元餐”是一些单位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之

一，单位给食堂承包方一定补贴，从而使员工用

餐价格低至“一元”。但便宜的饭餐也让价格失

去了其调控作用。一方面，员工在“不就是一元

钱吗”的心理暗示下容易浪费；另一方面，由于

可观的补贴，食堂承包方也没有成本意识和制

止浪费的动力。

中小学食堂，浪费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成

升魁介绍，校园餐饮质量与学生浪费行为密切

相关，食物种类选择太少、口味欠佳是主要问

题。此外，对比盒饭、自助餐、组合套餐三种校

园餐饮提供方式，盒饭的浪费最为严重。“而不

良的饮食习惯和食育教育的缺失则是校园食物

浪费的根源。”成升魁说。

从“口头”到“手头”，建立长效机制
是关键

如何让“遏制浪费”不再停留在口号上，建

立起“节约食物”的长效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韩强认为，“餐厅需

提供半份菜”等做法经充分探讨后可以法规

的形式固定下来。“规范的主体对象很有讲

究。对老百姓的用餐习惯，要倡导；针对餐

饮 服 务 企 业 ， 可 以 探 索 用 强 制 性 的 规 范 措

施。”

武汉餐饮业协会计划把相关倡议书的落实

情况，纳入协会的相关评比工作之中。福州市

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长黄履冰介绍，协会计划

把禁止餐饮浪费作为硬性指标，列入福州市十

佳餐馆和十佳名厨的评比中。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未来将着手建立关

于餐饮浪费行为的举报投诉、专项检查等制度

机制；指导推动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将“光盘行

动”等要求纳入文明餐厅、放心餐厅、绿色餐厅

评选指标体系，探索设立餐饮企业“红黑榜”名

单。

厉行节约，培养节约粮食的社会氛围至关

重要。卢霞认为，节约粮食的理念要从青少年

抓起。“我们正在跟区教育部门沟通，未来在学

生食堂提供更为合理的餐饮搭配，包括分量更

精准的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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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强调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这一告诫既是治当下，也是管长远。

勤俭节约为持家之本，艰苦奋斗是治国之要，这是亘

古不变的真理。在漫长的历史中，粮食始终是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成由勤俭败由奢”是解读

众多朝代兴亡更迭的一把密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敬天惜粮、勤俭节约的传统。“俭以养德”“克勤于邦，克

俭于家”“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内涵丰富的古训，浓缩

了一个民族对个人和家国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吃不饱”渐渐成了老辈

人口中的“那时候”，人们现在不再为食不果腹犯愁。或

是出于攀比或是炫耀等心态，请客、接待、聚会时多点、

多剩有时反倒成了有面子。然而，促进消费不等于浪

费。如今的富足源于大自然的

馈 赠 ，来 自 科 研 人 员 的 夜 以 继

日，有赖农民的辛勤劳作，来之

不易，需倍加珍惜。

古今中外，大到邦国、小到

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成于奋斗，亡于奢靡。不论国家

经济水平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

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都不能丢。物质生活越

丰富，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

当前，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根本的吃饭

问题上，依然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其实，饥饿

离我们并不遥远。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基本解决温饱问

题，是在 1984 年底，不过是 30 多年前的事情。如今，脱

贫攻坚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夯实农业基础仍有许多

工作要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

利前不久曾表示，全世界每天还有 8 亿多人挨饿。“仓廪

实，天下安。”杜绝浪费、厉行节约从来就是发展中所遵

循的根本之道。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坚守

“ 粮 ”心 、践 行 节 约 应 该 一 以 贯

之，始终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

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珍惜盘中餐，狠刹浪费风
——各地积极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 新华社记者 陈俊 褚晓亮 孟含琪

遏制“舌尖浪费”，“新招”如何尽快形成长效机制？
□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杜康 胡洁菲 吴剑锋

成由勤俭败由奢
□ 新华社记者 杨柳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右图：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和

阳镇一家餐厅摆放标识，提醒消费

者节约饮食。

张 驰 摄

左图：8 月 13 日，安徽省阜阳

市小学生在“文明餐桌、光盘行

动”倡议书上签名。

王 彪 摄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