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中之餐，粒粒辛苦，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文明餐桌更是现代文明的窗口与缩影。倡导文明新风，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重在行动，贵在坚持。制止餐饮浪费是一

项长期任务，只有坚持不懈，深入人心，才能让文明用餐真正

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内涵，切实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养成。

文明餐桌吹文明餐桌吹““新风新风””

“小米粒”藏着“大民生”，“小餐桌”有着“大文明”。近

年来，随着文明餐桌行动的深入开展，一股餐桌上的文明

新风悄然兴起，尤其在长春市街头巷尾的饭店餐饮场所，

这种实实在在的倡导、促进节约的举措和办法，不仅让人

“耳目一新”，更似春风化雨般潜入人心。

“先生您好，您点的菜量够三个人吃了，或者您可以考

虑点小份菜，不够可以再加，避免浪费。”在长春市汽开区

一家火锅店内，市民顾开阳正和家人在此用餐，服务员一

句温馨的提醒让他觉得十分暖心。“最近出去吃饭经常遇

到服务员这样提醒，还会根据用餐人数推荐大份菜、小份

菜搭配，确实很合理，在吃饱、吃好的同时也不浪费。”

在饭店的另一边，服务员正在帮助顾客打包。“每次来

吃饭服务员都主动提醒打包，感觉挺贴心。”刚刚用餐结束

的李昕蕊告诉记者，以前都是她向服务员要打包盒，现在

不少饭店的服务人员会主动提醒顾客打包，有些饭店还有

“餐后打包，赠送打包盒”的优惠活动。

走访中记者发现，一股时尚的“免费风”，在餐桌上绽

放文明之花的同时，也换来了食客们的笑脸。

在欧亚卖场美食城，一些饭店纷纷在门口显眼位置打

出了“免费”字样，既能招揽顾客，也助力了光盘行动。一

家私房菜馆在门口摆放展架，大大的“免费”二字十分惹

眼，下午两点后高粱米水饭、小米粥、南瓜粥、大 粥免费

喝，如此实惠的举措让69岁的孙丽华很喜欢，“老年人晚饭

本来就喜欢喝点稀的，尤其是粗粮。我和老伴带着小外孙

来吃饭，点三个菜和三份米饭的话吃不了还得打包，点两

个菜又可能不够。这家的粥免费喝，我们老两口和孩子点

两个菜，再喝点粥，正好！”

一旁，几家经营面条、米粉的店铺还推出了“免费续面

（粉）”举措。一位经营者透露，推出该举措前，自家每份面

为4两，很多女性顾客都吃不完，适当减量后，女性顾客大

多数都能实现光盘，不够吃的男顾客可以免费续面，经营

者和顾客双向节省，杜绝了浪费。

舌尖上的浪费依然存在舌尖上的浪费依然存在

虽然“文明餐桌”的新风已经吹了起来，但要时时处处

做到“杜绝浪费”，还真是不易。有主动浪费，也有被动浪

费，在记者的镜头里，这几种浪费颇具代表性——

镜头一镜头一 家庭的浪费家庭的浪费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家户户的餐桌日渐丰

盛，在制作、品尝美食的同时，家庭餐桌上的浪费现象也逐

渐凸显。

在欧亚卖场超市蔬菜区，正在挑选青菜的朱婧怡告诉

记者，由于平时工作较忙，她总是每周末来超市大采购一

次，由于买的时候没有计划，导致很多食物吃不完都浪费

了。“我总是不小心就买多了，或者买完了没想好怎么做就

放着，最后很多都烂了，我前两天刚扔了一袋子菜。”

最近天气炎热，持续高温也为食物保存增加了不少难

度。“以前我家买的苹果、圆葱、土豆和南瓜这些都放在常

温处保存，现在都放不住了，好多都坏了、扔了。”

同时，朱婧怡还发现由于现在家中冰箱、冰柜和橱柜都

比以前容量大，如果不定期整理的话有很多“被遗忘的”食

材，“尤其是肉类冷冻食品，可能冻上就忘了，几个月甚至一

年都没想起来吃，都过期或者不好了；还有米面杂粮和菌菇

类干货，时间长了不新鲜还会生虫子，最后基本都扔了。”

在走访中，多位市民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家中存在食

物浪费的问题，尤其是每逢节假日亲友聚会和婚庆活动，

浪费现象依然存在。

镜头二镜头二 食堂里的浪费食堂里的浪费

如果说家庭里的浪费司空见惯，那么在一些食堂，浪

费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6月27日中午，在某单位的食堂里，一位女士托着餐

盘落座。餐盘里，米饭上放着2个花卷，一旁是鸡腿和三样

满溢的菜品，饭菜中间还有3个蛋挞，由于菜量很大，女士

小心翼翼地将餐盘放到桌上，随后用起餐来。用餐完毕

后，女士托着餐盘走向垃圾桶，而此时餐盘里剩下的餐食

将近原来的四分之三，那3个蛋挞原封未动……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食堂是自助形式，每餐固定费用是2元钱，

虽然食堂有节约提示，但一些人员还是存在浪费行为。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一些自助形式的食堂里，有的

用餐人员怕菜品不够，于是多拿多剩；有的用餐人员觉得

费用固定，因而不考虑能否吃完，一味地添加各种菜品。

而在“熟人观念”的作用下，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开口制止。

相比之下，一些自助餐厅由于有明确的剩菜处罚规定，浪

费的现象少之又少。

镜头三镜头三 来自外卖的浪费来自外卖的浪费

打开手机上的外卖软件，挑选一个可口的套餐，是很

多上班族的选择。然而外卖却成为餐饮浪费的高发区。

市民胡女士因近日家中装修忙得走不开，午餐常常靠

点外卖解决，“点了一碗麻辣烫，店就在离家不到200米的

位置，到店里吃是13元一碗，外卖显示12.9元，可是15元

起送，我又加了一份3.5元的鱼丸凑数。”以美团外卖为例，

记者随机搜索附近的餐饮店，起送费绝大多数都显示15元

以上，对于食量小的人来说，需要“绞尽脑汁”再选一些饮

料、鸡蛋、配菜等进行凑单，最终往往造成浪费。

3.8元办会员就能领取6张5元代金券，麻辣香锅满18

元减13元，炸串满25元减2元……手机外卖软件上五花八

门的各种优惠活动，“诱惑”着消费者超量点餐，记者在红

旗街商圈随机采访了10余位消费者，大都有过因满减而浪

费的经历。一家餐饮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入驻外卖平台的

同类商家较多，自己的竞争压力也大，参与满减活动为了

增加销量，而且扣除了平台、骑手的费用，平台能够分给商

家的费用也只剩微薄利润。

尽管一些商家已经在外卖平台上推出了小份菜等举

措，但依然存在浪费现象。可喜的是，近日，市场监管总

局、商务部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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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网络餐饮平

台引导商户优化餐品供给结构，积极推广小份餐品。这些

措施有望在平台、商户与消费者之间形成防范食品浪费的

有效互动，共同制止餐饮浪费。

多举措树立文明多举措树立文明““新食尚新食尚””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体现着市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

度。如何让文明餐桌做细做实，走进人心，各相关单位积

极作为，持续从细微处推进文明餐桌习惯的养成。

今年5月，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向全省饭店餐饮

企业发出倡议，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倡导绿色消费”行动，

协会300余家餐饮企业共同倡导并践行餐桌文明，积极推

行小盘菜、小份菜、打折、优惠等服务方式，打造“文明餐

桌”良好氛围。

在长春市汽开区一家烤肉店内，服务员在点菜时会主

动向顾客推荐先点半份肉尝尝，不够吃可以再点。“我们家

的半份肉价格和分量就是整份肉的一半，不会加价也不会

减量，这样顾客不会为了性价比点整份肉最后吃不了。如

果人少的话，我们会推荐顾客点三到四份半份肉，再搭配

点拌饭、冷面，基本就够吃了不会剩。”

在另一家焖锅鱼店内，除了推出大份、小份套餐外，打

包盒一律免费，也可以免费抽真空。老板杨先生说：“我家

小菜很多都是熏酱类，打包拿回家也一样好吃，不收打包

盒钱是希望鼓励顾客饭后打包，减少浪费。有的顾客可能

不马上回家，天气热用打包盒怕坏或者不方便，我们就帮

忙抽真空，方便携带。”

走进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食堂，处处可见张贴着的宣传

标语，从打饭窗口到餐桌旁，学生们有序排队，文明用餐。

一位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同学都能做到“光

盘”，珍惜粮食正在变成一种自觉行为。“记得刚来学校的

时候，即便饭菜不合口味，也会打很多，最后吃不了都倒掉

了，现在学校一直在倡导、督促学生们文明用餐、厉行节

约，在持续的宣传中，节约的意识深入人心。”这位同学表

示，从小就知道浪费可耻，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也丰

富了，慢慢就觉得吃不了的饭菜倒掉很“正常”了。要想改

掉这种不良习惯，还得从身边的点滴做起。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后勤保障科副科长王志文

介绍，为了倡导文明餐桌，学院坚持开展“美好‘食’光”校

园系列活动。餐饮服务中心在各餐厅门口、墙壁、餐盘回

收处、餐桌等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适量点餐，光盘优惠”

等温馨提示；提倡吃多少买多少，一餐可尝多种菜。“两份

菜合并成一份，既实惠又能吃完，跟以前想吃几种菜就只

能打几份，吃不完又浪费比起来好多了”。近日，餐饮中心

又创新供餐方式，推出特价菜、称量菜、组合菜品、自助餐

等供餐新模式，师生可根据自身食量，合理购买，打造“光

盘”新途径；在取餐时，有专职工作人员进行“按需取餐，少

取多次”的温馨提示，在餐盘回收处，有专人对浪费现象进

行提醒，督促师生文明用餐。

前一天对丢掉剩饭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把掉在桌上的

饭粒都捡起来吃掉。是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孩子产生如此

大的变化？海兰江畔的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每年5月20

日至6月1日的插秧活动，吸引了一大批中小学生前来体

验“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延边光东朝鲜族民俗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

娜告诉记者，光东村从2016年开始组织研学活动，四门课

程之一的“农耕文化小达人”就是带孩子们体验插秧、除

草、做农活。作为国家级农耕文化实践营地，光东村的插

秧活动可以最直观地让孩子们播种希望，懂得每一粒粮食

的来之不易。

对于杜绝粮食浪费的教育，在光东村无需多言，行动

说明一切。杨丽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深知教育孩子不能

光靠嘴。她悄悄观察，第一天进村参加研学活动的不少孩

子，吃饭时对剩饭剩菜毫不在乎。“孩子们，你们手中的秧

苗从育种到现在能植入稻田，需要20多天。每棵苗经过

144天的生长才能秋收。”在两天的研学活动中，研学教师

悉心讲解，孩子们脚下踩泥土，头顶烈日，亲自挥汗如雨地

插下一棵棵秧苗，深刻体会到了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

待杨丽娜次日再在餐厅观察时，孩子们已经从“小农夫”变

身“节约小能手”。

记者在多日的踏查中了解到，目前，长春市对于“文明

餐桌 光盘行动”的主题宣传引导，以餐馆酒店、单位食堂、

学校社区为重点，通过广泛深入动员、实施分类引导、强化

督导检查、营造浓厚氛围，“文明餐桌”的社会覆盖面与影

响力不断扩大，厉行节约、珍惜粮食的文明就餐习惯逐步

成为长春市民的行动自觉。采访中，还有不少市民表示，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不仅需要宣传引导和个人道德约束，更

需要执法层面的真抓实管，为餐饮浪费划实“红线”。

餐桌文明：向浪费说“不”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韩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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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近年来近年来，，文明新风四起文明新风四起。。在长春市在长春市，，文明餐桌的氛文明餐桌的氛

围越发浓郁围越发浓郁：：文明用餐的宣传标识随处可见文明用餐的宣传标识随处可见，，提醒适量提醒适量

点餐的商家越来越多点餐的商家越来越多，，餐后打包的市民屡见不鲜……然餐后打包的市民屡见不鲜……然

而而，，在记者的镜头之下在记者的镜头之下，，仍有浪费现象仍有浪费现象，，来自家庭来自家庭、、外卖外卖、、

食堂食堂、、节庆等场景的浪费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节庆等场景的浪费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看似不经意的浪费看似不经意的浪费，，背后却是人们难以摈弃的陋习背后却是人们难以摈弃的陋习。。

图片说明：

①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在各餐厅门口、

墙壁、餐盘回收处、餐桌等醒目位置张贴或

摆放“小餐桌，大文明”“文明用餐，从我做

起”等温馨提示，积极营造节约粮食、浪费

可耻的餐饮氛围，让师生们在潜移默化中

形成爱粮节粮的意识。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②在长春外国语学校，食堂显著位置

张贴着“节约粮食”海报。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③“请勤拿少取，杜绝浪费。”在长春市

维也纳国际酒店自助餐厅，顾客在服务员

引导下文明有序用餐。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④单人旋转小火锅的用餐区张贴醒目

海报，呼吁消费者厉行节约。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⑤孩子们在光东村体验插秧，真实感

受“粒粒皆辛苦”，从小培养节约粮食的好

习惯。 （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供图）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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