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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善治引领“新食尚”。立法制止

餐饮浪费，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

法 国

2016年2月，法国成为全球首个专

门制定法律禁止食物浪费的国家。该国

《食物浪费法案》规定，禁止超市扔掉或

销毁未售出的食物。如果超市有未售出

但仍可以食用的商品，必须捐赠给慈善

机构或食物银行。超市和慈善机构签订

协议后，还能获得捐赠食物价值60%的

税收减免。如果违反规定，超市经理将

面临2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

意大利

据统计，意大利每年浪费食物510

万吨，其中大部分是超市或农场滞销的

食物。

2016年8月，意大利通过鼓励节约

的《反食品浪费法》，希望将每年浪费的

食物削减两成。这项立法简化了超市和

农场捐赠食物的程序，允许超市捐赠超

过保质期不久的未售出商品，农场捐赠

滞销产品也无需缴纳额外费用。该法案

还鼓励餐厅提供打包服务，让消费者将

吃不完的饭菜带回家。

相关链接

“照片中，红军战士背的行军锅
由铁皮打制而成，底部和四周锔有十
余块补丁，每一块背后都是一个弹
孔。”8月中旬，第 80集团军某旅组织
开展艰苦奋斗故事会。面对一张黑
白照片，下士陈俊达讲述着一段长征
故事。
“在锅里煮草根、野草，再掺上二

三斤的米麦，就是 100 多人的一日两
餐。”陈俊达继续讲道，每一块补丁都
承载着红色记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

铁锅虽然早已锈迹斑斑，但军
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仍在
传承。
“ 菜 品 点 赞 榜 ”“ 特 色 菜 心 愿

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官兵需求，
精准制订食谱，精确采购食材。这些

好点子来自该旅上士丁晓帅。
“父亲当过司务长，退伍后仍保留

了记账的习惯。家里的每一笔大小开
支，他都详细记录下来。”丁晓帅拿出
几本泛黄的账本，吸引了在场战友的
目光。

翻开封面，账本中密密麻麻的小
字依旧清晰可见。从蔬菜的斤两、价
格，到花费的金额、储存的天数，记录
的条目繁多而细致。“这么多年过去，
这些账本时刻提醒着我，精打细算、勤
俭持家。”

身教胜过言传。在父亲的影响
下，如今的丁晓帅已成为营队司务长，
成为官兵眼中的“大管家”。日常采购
中把控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就餐时提
醒战友珍惜粮食，不能把食堂的盛宴
变成“剩宴”。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勤俭

的理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每一
位战友。

在该旅的食堂，少了残羹剩饭，
多了“光盘行动”；少了铺张浪费，
多了节约之星。炊事班旧食新做，
剩余的米饭做成炒饭，剩余的包子
做成煎包，军营的日子也节俭地
过。

好习惯涵养好风气。该旅通过经
费管理公开、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评
选“光盘行动”先进个人等方式，引导
官兵做勤俭节约的倡导者、实践者、宣
传者，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浓
厚氛围。

第80集团军某旅开展故事会

军营讲台共话美德传承
■付君臣 赵 威

一线观察

本报讯 张艺蓝报道：“据统计，这
个月人均餐饮浪费量下降 48%左右。”8
月 24日，陕西省军区警卫勤务队队务
会上，司务长崔宵汇报近期食物浪费
量。连日来，陕西省军区警卫勤务队组
织开展“光盘行动”，成效显著。

据了解，该队官兵就餐采取自助
餐形式，取餐不均造成浪费的现象时
有发生。火腿肠、酱牛肉等官兵爱吃
的菜品往往被一扫而光，青菜却鲜有
人问津。

为了摸清餐饮浪费根源，该队组织
开展恳谈会。战士们围绕伙食保障、食
物浪费等畅谈自己的观点：“有些菜口
味偏咸，油烟味重，我不爱吃”“训练量
加大，只有肉才能吃饱”“我在家也经常
剩饭啊，我觉得没啥”……炊事班也道
出苦衷：“我们每周都会科学制定食谱，

可是众口难调，剩饭菜只能倒掉。”
为了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该队

决定实行精细化管理。食堂值班员对
餐饮浪费情况进行监督，每日晚点名
时讲评；观察记录官兵餐盘和自助餐
台上剩菜剩饭情况，协调炊事班对菜
量菜品进行调整。对于剩饭不“一扔
了之”，炊事班将其重新加工，做成扬
州炒饭、鸡蛋米饼、炒馒头等，减少厨
余垃圾产生。同时建立食堂用餐人员
登记制度，每日按时上报用餐人数，食
堂工作人员根据人数定量配餐，避免
菜品大量剩余。

在此基础上，警卫勤务队还发出
“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关水关空调”的倡
议，在营区内张贴“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宣传海报，引导官兵节约日常生活
中的点滴能源。

陕西省军区警卫勤务队

“光盘行动”+精细管理

连日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各单位积极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引导干部职

工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在沈阳工务段职工食堂，餐厨垃圾回收点设置监控摄像头，实时监督抽查。

针对每餐剩余食物，食堂还为职工准备一次性打包餐盒。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民以食为天。一部《舌尖上的中
国》，不仅带我们“云”品尝全国各地的美
食，也展现了食物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

舌尖之上品美食，是享受。超出合
理范围的浪费，则令人痛心。

餐饮浪费行为的危害有多大？怎样
才能有效遏制食物浪费，树立绿色消费
观念？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
升魁。

一年倒掉的食物可

养活3000至5000万人

餐 饮 浪 费 已 成 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

之一

“以前，我们一天要收两桶半厨余垃
圾，大约 200 斤左右。现在一天不到两
桶，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一。”北京某餐厅
经理吕永杰说。

推出小盘菜和半份菜、设置单人商
务套餐、顾客用餐不剩菜给予“光盘奖
励”……近日，为制止餐饮浪费，不少餐
馆“各显其能”。

在全国各地，无论是家庭餐桌还是
大型餐馆，每天都产生数量可观的厨余
垃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剩饭剩菜。推
动垃圾分类、单独收集厨余垃圾，目的是
将废弃物进行处理加工，转化为新的资
源。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就是从源头
上最大程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我们在餐桌上究竟浪费掉多少食
物？

近年来，成升魁及其团队对我国城
市餐饮食物浪费展开长期调研。结果显
示，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 93
克/人/餐，浪费率为 11.7%。据初步测
算，2015年，我国城市的餐桌上，倒掉的
食物约为 1700至 1800万吨，大约可以养
活3000至 5000万人。

如此数目庞大的餐饮浪费，已不是
一人、一家、一城的问题，而上升为社会
问题。

为何餐饮浪费现象如此普遍？成升
魁与团队在长期调研中，始终探寻着背
后的原因。“餐饮浪费是一个普遍的社会
现象，产生原因非常复杂。”成升魁说，其
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尚未真正树
立“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多

项政策规定，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
效遏制。”成升魁介绍，如今，个人或家庭
外出就餐的浪费，成为餐饮浪费的主体。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从以前的“吃不
饱”变为如今的“吃不掉”。有人认为，浪
费掉的食物花的是自己的钱，自己不在
乎就没关系。对此，成升魁表示，表面上
看，餐饮浪费仅仅是个人的一种消费行
为，但事实上，这一行为与资源环境消
耗、国家粮食安全密不可分。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餐饮浪费已越来越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威胁之一。
“当前，面对疫情影响，为推动经济

尽快恢复发展，国家出台多项举措鼓励
消费，线上线下餐饮业逐渐回温。”成升
魁说，鼓励消费不等于允许浪费，经济社

会发展应当建立良性循环。

粮食消费量增长快于

产量提高

从粮食消费端发力，

减轻生产端压力

早稻收获季，晚稻插秧忙。丰收时
刻，农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7月底，
早稻丰收收割仪式在广东省东莞市茶山
镇上元村上元稻田公园举行。当天，不
少市民走进田间地头，参加体验式“农耕
课堂”。

汗水总是伴着收获。今年，广东省
早稻实现丰收。在无人机直播、机械插
秧等新技术的“加持”下，当地农民正在
抢插晚稻。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今年经历了不
同以往的风险和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在疫情灾情不利影响下，我国夏粮
总产量比 2019 年增长 0.9%，早稻增收
3.9%，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

为了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加力，连续 5年保持
在 1.3万亿斤以上。“我国用占世界 7%的
耕地养活了 22%的人口，这一成就的取
得实属不易，容不得无谓消耗。”成升魁
说，餐饮浪费，正在点滴消耗着增产粮食
的努力。

201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公斤，远高于人均 400公斤的国际粮
食安全标准线。然而，这一数据的背后，
是资源环境消耗的代价。
“餐饮浪费引发很多问题，包括资源

耗费、环境恶化等。”成升魁提醒，由此引
发的营养过度、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问
题，也需引起重视。

有专家提出，截至 2012 年，人类每

年消耗相当于地球生物承载力 1.6倍的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能力。为了满
足人们对食物等物质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们曾一度只注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
括农药、化肥、化石能源、淡水、土地等，
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出，却忽视对消费端
的管控。
“从我国粮食生产总量来看，稻谷和

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谷物总体
自给率超过 95%。”成升魁分析，土壤、水
等农业资源紧缺、劣化，仍是提高国内粮
食生产能力的制约因素。此外，受国际
形势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存在不确定
性。连年增收的背后，是我国粮食消费
量的增长仍快于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
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对此，
我们应当从粮食消费端发力，制止餐饮
浪费，减轻生产端的压力，减轻资源环境
的压力。”

“光盘打卡”小程序

火了还不够

建立长效约束机制

倡导健康饮食文化

食物浪费，数额巨大，令人警醒。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每年

生产的食物有三分之一被浪费掉，不仅
包括食物在储运过程中的损失或流失，
更主要的是餐桌上的浪费。可见，粮食
浪费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为遏制食物浪费，早在 1992 年，联
合国就通过《21 世纪议程》，正式提出
“可持续消费”概念。即消费行为能够满
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
尽量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
“可持续发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

可持续生产，二是可持续消费。发展可持

续生产，应建立在资源环境逐步改善的基
础上，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
可持续消费，不仅消费的数量、方式、结构
应科学合理，还应树立绿色消费的理念。”
成升魁说，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遗
憾的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可
持续消费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前段时间，一款由清华创业团队开
发的“光盘打卡”小程序火了。用户用餐
后对餐盘拍照，经人工智能算法识别为
“光盘”后，可获得积分奖励，完成打卡。
用户打卡的积分可兑换礼品，还可捐赠
给公益项目。

这一平台支持组织入驻，认证的组
织可邀请成员共同加入光盘挑战，通过
活动、排行榜等形式激励成员，贴合当下
年轻人热衷的行为方式。

从 2013年开展“光盘行动”至今，制
止餐饮浪费的行动从未停止。“此前各项
活动，更多通过组织或自发宣传为主，缺
乏强制力。”成升魁表示，在当下，通过立
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

事实上，我国许多政策法规均有关
于厉行节约的相关规定。例如，宪法规
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民法典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
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决定
成立专班，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
工作。据介绍，未来将会通过具体立法，
在粮食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
费等各个环节强化管理，有效减少损失
浪费。特别是在餐饮消费环节，积极倡
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建立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的长效机制。

成升魁提醒，制止餐饮浪费立法不
宜“一刀切”。“饮食本是一件放松心情、
让人高兴的事。”他建议，各地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时，充分考虑地区间差异，制定
适合本行业特点及当地饮食文化习惯的
规范。

餐桌上的“可持续发展”
—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

■本报记者 佟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