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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粮食浪费令人心痛

近期，互联网上关于餐饮浪费现象的讨论十分热
闹，网友们也纷纷发表各自的亲身经历来进行讨论。记
者也走访了一些餐厅。

8月某工作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自助餐
厅，餐厅中用餐人数不少。“请您在选餐过程中勤拿少
取，避免浪费……”语音播报伴随着轻柔的音乐不时响
起，提醒顾客。特别的是，多数顾客桌上的菜品样数虽
多，但每种的量并不大。

“我喜欢尝试一些新菜品，但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吃，
所以每次都少拿点，好吃再去拿。”正在用餐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无非就是多跑几趟，这样能避免浪费。”

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餐厅的食材如海鲜、牛羊肉
等品质优良，为避免浪费，餐厅设立了“剩菜和押金”
制度。顾客进入餐厅前须在前台支付300元押金，用餐完
毕后，由服务员查看是否存在浪费，如剩菜量超过 50克
将被扣费；如果顾客没有剩菜，餐厅还会赠送蔬菜、鸡
蛋、水果等礼品。

一直以来，餐厅浪费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浪费
程度触目惊心，令人心痛。

婚宴等宴会的浪费是重点。“我有时参加婚宴，一桌
10个人，要上15个以上的菜品，根本吃不了，最后都浪
费了。”小杨讲述着他的经历。这种浪费在农村有时更加
严重，一桌婚宴 20 多道菜，但一桌的客人最多也就
12-13个人，每个人平均要吃掉近2道菜，绝大多数参加
婚宴的人都完成不了，最终只能将菜倒掉。

这其中就是好面子的心理在作祟，认为宴请宾客一
定要好吃好喝招待好，不能在宾客面前丢了面子，甚至
还有攀比的现象。虽然在宾客面前有了面子，但是却造
成了极大的浪费。

这种好面子的心理不仅存在于大型宴会，个人宴请
中也很普遍。“我其实就有这种毛病，有时请一些客户吃
饭，要讲一下排场，比如点菜时鸡鸭鱼肉都要有，荤素
搭配好，点着点着就点多了。”在北京某公司工作的小薛
表示。但是大家都这样，小薛也只好无奈地随了大流。

据统计，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达到 3500万吨，接近
每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而浪费掉的粮食可以满足3.5
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从这一串数字就可以感受到，餐
饮浪费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不仅是中国，全球的粮食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据联
合国粮农组织 《2019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报告统
计，全球每年约有1/3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为13

亿吨。澳大利亚、美国、土耳其则是排在人均浪费粮食
的前三位。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现如今，上到中央，下至基层，都在大力倡导“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力度空前。

其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核心是粮食安全问
题，推动节约就是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中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何建武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
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并提出了新形势
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是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由于国
家的高度重视，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得更好”。

正是因为国家的高度重视，各项制度的保障，中国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安全有着可靠保障。可以说，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每年仍然要进口大量的
粮食，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较
大。同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环境、气候、土壤等因
素都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尤其是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
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这将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联
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
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年大幅增长。今年将新
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当前，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着强烈的现
实意义，是未雨绸缪。“这是一种底线思维。”何建武
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国际动荡、国际环境、国际格局
变化，对粮食安全带来很多挑战，因此要更加突出底线
思维。

除了保障粮食安全之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也
是弘扬勤俭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社会新风尚的
重要举措。

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提倡勤俭持家。“静以修身，俭
以养德。”“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
昌，淫佚则亡。”这些名言警句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
要勤俭养德。

同样，一个国家的兴亡也与勤俭有着极大的关系。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西汉初年，力崇节
俭，汉文帝执政 23 年，在这 23 年间，“宫室苑囿狗马服
御无所增益”。正是汉文帝躬行节俭，以上率下，使当时

社会形成尚俭崇廉风尚，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为
西汉的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后社会“崇奢”之风
却愈演愈烈，西汉王朝终于走向覆灭。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都在提醒着要时刻保持勤俭
节约的品德，大到对国家、社会，小到对家庭、个人，
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树立文明就餐新风尚

8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百丈镇在一家农家乐中举办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树立文明就餐新‘食’尚”三服务
活动，60余名假期乡村游游客享用了该镇民宿农家乐协
会最近推出的“半份菜”自助餐。

“我自己本身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看到琳琅满目的当
地特色菜就想多点一些，但农家乐老板和我们说有‘半
份菜’，不仅实惠还不浪费。”来自上海的游客王阿姨
说，“‘半份菜’就是吃多少拿多少，不仅从源头杜绝了
舌尖上的浪费，还树立了文明就餐新风尚。”

近期，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围的各种行动。

青海省政府机关食堂还发出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的倡议书，制定相关制度，推出半份菜、小份菜、小
面点，采取大锅小炒，提升菜品质量，从源头减少浪
费。福建省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制定文明餐桌工
作指引，要求餐饮企业做到大堂入口有“光盘行动”
等宣传牌，用餐区域有“光盘行动”等宣传海报，餐

桌吧台有“光盘行动”等温馨提示牌。同时也要求提
升点餐、服务、后厨等区域工作人员的水平，引导顾
客厉行节约。

长远来看，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才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标本兼治
的重要方法。

在现有的法律中，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农业法等相关法律对珍惜和节约粮
食作了原则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中也体现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宪法精
神。这些都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供了有效的法
律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表
示，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的规定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比较分散、
比较原则，可操作性较差；二是缺乏更有针对性的约束
措施和引导措施，系统性治理机制尚未建立；三是一些
有具体内容的规定层级不高，适用范围有限，实际执行
效果也不够理想；四是尚未形成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
和道德规范，法治与德治需要协同配合。

臧铁伟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将
“粮食安全保障法”列为一类立法项目，有关方面正在积
极推进法律起草工作。

何建武建议，要加强媒体引导人们形成更加健康的
消费理念，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运用好大
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更好把粮食、食品供给和大众
的需求匹配起来，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浪费。

餐饮浪费触目惊心 厉行节约刻不容缓

过上好日子也不能浪费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彭训文

“日子越来越好了，一些勤俭节约的习惯可以改改了，有一
点浪费也是正常的。”小杨吐露了过去他对节约的想法。然而，
参加了一次支教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去支教的地方不富
裕，有的家庭刚刚解决温饱，看到这些，突然就觉得自己不能
浪费，要节俭地生活。”

勤俭节约一直以来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也存在着

多种多样的观点。有的人和小杨之前观点一致，认为时代不
同，过去一些做法应该改变，并不需要节俭，只要别过度浪
费就可以。但也有人认为，虽然生活变好了，但是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不能丢，尤其是餐饮上的节约，反而应该更加强
化。在生活逐渐变好的今天，就可以浪费吗？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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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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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
《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
费”》 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浪费之
风务必狠刹”，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
意见》 等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餐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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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鉴于经济社会的飞快发展，物质生
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有些人认为已经没有
必要再勤俭节约了，甚至养成了讲排场、
比阔气、搞攀比的陋习，还有些人主张浪
费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致使铺张浪费

的现象仍屡屡发生。一些“吃播”标榜
“大胃王”吸粉，实则暴饮暴食、假吃真
吐；饭店里许多宴请聚餐，“盛宴”始、

“剩宴”终；部分学校等单位也存在食物浪
费问题。据统计，中国每年浪费粮食约
3500万吨，接近粮食总产量的6%。

餐饮浪费不是私事，也不是小事，事
关国家粮食安全。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
收，但我国人口多、基数大，每人浪费一
点，就会给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

全球粮食市场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要时
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古人的教诲犹在耳
畔，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无论发展到何
种程度，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可丢。

餐饮浪费无助于消费升级，更不会带
来健康经济。消费升级，是为了不断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要 。 在 资
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的背景下，浪费
行为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无效消耗。靠铺
张浪费、肆意挥霍换来的经济发展绝不

会健康、可持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近来，视频《水稻的
一生》 收获广大网友称赞，它展现了水稻
从种子变成大米的全过程，让更多人体会
到“粒粒皆辛苦”。此外，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发出公开信，倡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干
部职工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餐饮
浪费上走在前、作表率。推出“小份菜”

“半份菜”“一毛钱米饭”、建立“光盘”
“空碗”激励机制、组织学生体验农事劳

动、加强文明用餐立法监管……为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各地也开展了很多有益
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各项反对浪费举措的推进，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厉行节约必须全民参与。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只有人人树牢节
约理念，培养节约习惯，才能让厉行节约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厉行节约必须久久为
功。不良风气非短期形成，破除陈规陋习
更非一日之功。解决餐饮浪费问题不是一
阵风，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让更多的
人对餐饮浪费不再“见怪不怪”，对节约粮
食变得“自然而然”。

让厉行节约蔚然成风
史志鹏

8 月 27 日 ，
在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食堂里，就餐
人员“光盘”就
可以免费领取酸
奶 、 水 果 等 。

葛 军摄
（人民视觉）

8月26日，江
苏省海安市海安
街道一餐厅内，
社区志愿者在餐
桌上放置“厉行
节约，拒绝浪费”
提醒牌。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9月1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池江镇池江中心小学教师在向学生讲解粮食知识。 叶功富摄 （人民视觉）9月1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池江镇池江中心小学教师在向学生讲解粮食知识。 叶功富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