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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 谁 知 盘 中 餐 ，粒 粒 皆 辛
苦。”近年来，节约粮食、倡导光
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不过，一
些领域“舌尖上的浪费”仍然时
有发生。

有的消费者讲排场、好面
子，婚宴点菜倾向于宁多勿少，
套餐消费助长浪费，“盛宴”成
了“剩宴”。有的消费者受外卖
平台满减诱惑，精打细算、一点
再点，结果“吃一半、扔一半”，
越算越浪费；有的消费者抱着

“吃回本”的心态，多拿多占、眼
大肚小，“自助餐”成了“浪费

餐”……种种现象警示我们，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依然任
重道远。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培育时代
新风新貌”，提出在全社会弘扬
勤俭节约精神。制止餐饮浪费，
源于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俭
节约的传承和坚守，更源于对粮
食安全的重视。

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每人
浪费一点，就会是非常惊人的
量。“舌尖上的浪费”不仅给我国
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由此产

生的大量厨余垃圾，还会导致环
境污染。制止餐饮浪费，对守护
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意义
重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遏制“舌尖上
的浪费”是关键一步。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事在全民、人人有
责。居安思危，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切实培养勤俭节约的
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的氛围，不要让“舌尖
上的浪费”侵蚀来之不易的“仓
廪实”。

遏制“舌尖”浪费 守护粮食安全
张晓芳

午饭时间不想回家或者出去
吃，点份外卖；下午在办公室用手
机 App 点杯奶茶——如今，外卖
已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消费
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最近天热，我点外卖时常点
凉皮，但我在外卖平台发现，一份
标价 10元的凉皮，商家要求每单
20元起送，为此我不得不点一些
其他餐品凑够 20元，但送来的餐
一个人吃不完，只能浪费了。”6
月 25 日，银川消费者王红芳坦
言，在点餐时就预料到吃不完，
但凑不够 20元商家不送餐，让人
无奈。

“我在外卖平台一家餐馆下
单选好了 25元的餐品，但想用一
个‘满 35减 8元’的红包，还需要

凑 10 元钱的单，只能再多点
一些米饭、饼子之类的主
食，这样多点的食物吃不

完，最后造成浪费。”银
川市民张敏告诉

记者，这种多

买多优惠的方式，让她每次线上
点餐都精打细算半天。“浪费确实
不应该，但又无法拒绝‘满减优惠
’的吸引力。”张敏说。

记者在外卖平台页面上看
到，在大部分餐饮店，点餐起送价
都在 20元以上。有的烧烤店、鲜
切水果店、火锅店等下单起送价
更高，有 29 元、48 元、65 元或 78
元起送的，最高的还有 100 元起
送。“有的外卖商家推出优惠套
餐，实为‘多买多赠’套餐。”吴忠
市民丁学梅说，不少消费者为了
参加“满减凑单”等优惠活动，无
形中就造成了超量点餐。

在银川市金凤区广场东路附
近的一家写字楼，每天中午都有
不少外卖小哥到这里送餐。6月
21 日中午，记者在此处走访发
现，午餐后，垃圾桶里堆积着很多
外卖餐盒，有的餐盒里剩了三分
之二的食物，以米饭等主食为主，
有的饮料几乎未喝。

记者了解到，针对餐饮外卖

浪费问题，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对
32 家交易型网站、9 家交易类平
台企业进行逐一排查，督促外卖
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导其在“点
餐”“提交订单”“完成订单”全环
节提醒适量点餐，引导经营户提
供小份菜、半份菜。建立健全正
向激励机制，为参与“小份菜”“小
份饭”供应的商户提供流量支
持，对消费者下单购买“小份菜”

“小份饭”等绿色消费行为给予
鼓励性补贴。同时，指导区内销
售餐饮团购券、打折券的 3 家平
台企业，加强审核把关和消费教
育引导，引导入驻商户合理制
定团购餐食标准，杜绝团购
餐食浪费；指导直播带货营
销公司加强对旗下主播的
培训，倡导宣传正确的
食品消费观、文明用餐
意识；指导探店主
播带头厉行勤俭
节约，践行“光
盘行动”。

婚宴浪费现象值得关注。

“餐盘”日趋多元“光盘”深入拓展

“婚宴结束后，基本上每桌都
有大量剩菜，肉类剩两三成，蔬菜
剩六七成。”近日，银川市民胡女
士在兴庆区云宴婚礼庄园参加了
一场婚宴。胡女士说，当天，婚宴
一共摆了 22桌，但只来了 17桌客
人。每桌 10人，凉菜热菜一共 16
种菜品，且菜量比较大。看着整
盘没有动的菜，胡女士觉得就这
么倒了十分可惜，便将空桌上的
面点都打包带走。“宾客离席不一
会，我就看到服务员将这些剩菜
全部当作餐厨垃圾处理了，如此
浪费让人痛心。”胡女士说。

6 月 23 日中午，记者来到胡
女士所说的云宴婚礼庄园，一间
宴会厅内正在举行婚礼，大厅内
摆放着 20多张圆桌，宾客坐得满
满当当。随着婚宴进入尾声，宾
客逐渐离场。记者看到，桌上剩
下了只动了几筷子的鱼、半盘子

牛肉、几乎没动的凉菜——等
待它们的命运，将是被收
进厨余桶。一位食客正

在将未动筷或比较容易保存的菜
品打包。一旁，服务员一边收拾
一边在劝尚未离席的宾客：“这菜
我给你打包吧，回去热热还能
吃。”服务员告诉记者，宴席上的
菜都是一些“硬菜”，有海鲜，鸡
鸭、羊肉、牛肉等，有些被倒掉的
菜，就没人动过筷子。

“婚宴浪费确实值得重视。”
石嘴山市市民芦女士，说起 5月底
参加的一场婚礼，一桌饭价格近
2000元，但在有的桌上，客人不足
十人，有的一桌只坐了四五个
人。“很多菜和主食根本没动筷，
就被倒掉了，感觉是‘吃一半扔一
半’。”芦女士说。

刚结婚不久的银川市民贺先
生说，他在一家宴会厅订婚宴，价
格从 1999元到 4888元不等，每桌
共 20个菜。婚礼结束后，贺先生
发现每桌都剩了很多菜。“很多婚
宴推出的都是套餐，10 人套餐最
便宜的一桌 2000 元起步，套餐主
打的是菜品多，菜的质量和口感
则一般。”贺先生说。

新婚不久的小张告诉记者，
由于他举办婚礼在五一期间，邀

请的很多宾客因外出而未到现
场，预订的婚宴空了不少桌，但是
酒店却拒绝退空桌上的凉菜，“一
共空了大概六七桌，每桌凉菜加
面点一共 8盘，有的凉菜容易坏，
有的凉菜有汤汁，不方便打包，只
能眼看着白白浪费”。

“面子，也是导致婚宴浪费的
一个重要原因。”银川市民裴女士
说，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
心理：婚礼办得好不好，某种程度
上体现在婚宴上的菜品丰不丰
盛。由此，不少人家办宴席时都
会将预订价格提高。而至于承办
宴席的酒店安排的菜品是否能吃
完、是否合口味？一般都放在了
次要考虑的位置。一场宴席上，
常常桌子上堆满了菜，有时盘子
叠盘子，能叠出几层来。宴席结
束，因碍于面子，桌上剩饭、剩菜
再多，通常也很少有人选择打包。

“如今，大家到饭店吃饭都养
成了好习惯，吃不完打包带走，但
在婚宴上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固
原市民顾女士说，一方面是因为
好面子，另一方面是如果剩得太
多了，家里也没有消化的能力。

今年 3月，我区市场监管系统
启动为期 3个月的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行动，引导餐饮经营单位、餐
饮服务提供者、消费者防止餐饮
浪费，践行绿色健康消费。连日
来，记者走访我区多家企事业单
位餐厅、学校食堂，发现自觉“光
盘”的人越来越多，在各项举措引
导下，餐桌文明之风日渐浓厚。

近日，记者在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自治区审计厅等单位食堂
看到，餐桌明显位置摆放着提示
牌，在餐厅餐具回收处安装有监
控视频设备。在工作网站设置专
栏，集中宣传节约理念，适时曝光
浪费现象。此外，在职工不便堂
食的情况下，食堂通过提前预约、

精准配送等，根据个人意愿，
区分大、中、小号环保餐盒供
餐，有效避免浪费。

自治区审计厅每月从各
处室排序抽调 2 至 3 名

审计工作人员，轮流
对机关食堂的账目

进行审核，内容包括采购支出、
饭菜质量、餐厅服务等。各处室
值班人员需指出当月不足，并提
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反馈给审
计厅办公室。办公室根据报告
中提出的餐饮浪费、饭菜质量等
问题进行整改，从食堂采购等源
头环节减少食品浪费。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结合
学生消费特点，改善食堂配餐分
量，推行大小份、半份、拼菜等供
餐制度，鼓励实行按量收费制度
和自助取餐形式。同时，设立“文
明就餐督导员”，引导师生文明用
餐。此外，在教职工餐厅设立食
物浪费曝光台，对每次剩饭超量、
浪费行为严重的师生进行点名曝
光，引导师生适量点餐、餐后打
包、拒绝浪费。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校园
一卡通系统平台，经大数据筛选，
精准掌握学生对档口菜品的喜
好，分析峰谷人数和用餐习惯，掌
握档口设置的合理性，及时调整，

减少浪费。
“我们倡导餐饮服务单位创

新提供小份菜、拼盘菜，利用电子
屏、海报、点菜单等设置‘节约为
荣、浪费为耻’‘光盘行动’等公益
提示，提醒消费者的文明用餐意
识。”吴忠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说。

固原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督促
市直学校食堂，推行一料多菜、一
菜多味，实行大小份、半份、拼菜、
自助、免费续主食等供餐制度，受
到师生的欢迎。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加
强反食品浪费宣传，积极督促
餐饮行业张贴或摆放反食品浪
费标识，增强经营者反食品浪
费的意识，不断提高全社会
崇尚文明节约的参与度。
同时，依法纠正、查处了
多起食品生产经营
者浪费食品的违
法行为。

防止餐饮浪费 各方有何实招
本报记者 张 涛 陶 涛 陈 思

莫让盛宴成“剩宴”
本报记者 张 涛 文/图

“满减凑单”背后的超量点餐
本报记者 陶 涛

外卖消费

自“光盘行动”推行以来，我
区市民的文明用餐意识显著提
升，很多人外出用餐时自觉践行

“光盘”，减少浪费。然而，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在部分自助餐厅
里，没有设置反食品浪费提示提
醒牌，或提示牌并不明显，没有
起到应有的提醒作用，依然存在
浪费现象。

6月 22日，记者在银川市金
凤区一家酒店的自助餐厅看到，
临近收餐时间，取餐区的食物仍
有剩余。一些餐桌上，消费者剩
余了不少食物，有的甜品只吃了
一口便剩下。

自助餐是一种容易造成浪
费的餐饮形式。面对种类丰富
的美食诱惑，一些消费者可能在
不知不觉间就会多夹多拿，等到
吃饱了才发现盘中还剩下不少
食物。还有个别消费者认为，既
然花了钱就一定要多吃才不吃
亏，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才会
造成自助餐的浪费现象。

端午节期间，在固原市原州
区东港火锅福苑店内，餐品十分
丰富。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食
客都能够做到吃完再取。赵女
士一家四口前来就餐，离开后桌
上只剩下几颗杏子，锅里也是

“干干净净”。“宝宝，少拿一点，
别拿太多。”在海鲜区，固原市民
仇女士提醒小儿子。“他比较喜
欢吃海鲜，我怕他拿多了，吃不
完太浪费。”仇女士说。

该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进
入餐厅用餐的顾客，需提前支付

每人 10 元的押金。一旦出现严
重的浪费现象，餐厅工作人员可
以不退还押金。“近几年大家的观
念转变了，吃多少拿多少，不退押
金的情况不多。”该火锅店服务人
员告诉记者，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餐厅会根据到店客人的数量预估
准备食材量。

但是，记者也观察到，在一
些餐桌上，还是有消费者剩余了
不少食物。马先生一家四口到
该店用餐，由于特别喜欢甜品，
孩子一次性拿了六款甜品，但由
于分量大，最后只吃完了一款，
其余的只是稍作品尝。一旁的
强先生在取餐时考虑到一家人
享用，便每样合口菜式都多拿了
些，回到餐桌前发现太太也取了
部分相同的菜品，导致个别菜品
分量超出。“我们下次还是宁愿
拿少一些，免得浪费。”强
先生说。

拿取之间“光盘”有道
本报记者 陈 思 文/图

自助餐消费

自助餐“少取勤拿”，市民文明用餐意识明显
提升。

婚宴消费

市民外出就餐，打包剩菜已成共识，然而在婚宴、外卖、自助餐领域，
“舌尖上的浪费”仍时有发生——

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
法》已于 2021 年 4 月颁布实施，对相关

主管部门、餐饮服务经营者、餐饮外卖平台，
以及个人等，均提出防止食品浪费的具体要

求。反食品浪费法施行两年多来，节约粮食、反对
浪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商务部发布《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
动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指导意见》，要
求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作用，有效防范网
络餐饮经营活动中的食品浪费现象。

连日来，本报记者在我区餐饮业调查
发现，在一些领域，“舌尖上的浪费”仍

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