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先。小
餐桌，大文明，承载的不仅是人类
的生生不息，更是尊重劳动、珍惜
粮食、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的
传承与延续。为此，本报推出“文
明餐桌我先行”系列报道，反映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市
民就餐习惯和餐厅就餐环境发生的
改变、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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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积极倡导餐桌文明，
理性消费观念渐入人心，“光盘行动”渐
成新风尚。近日，记者走访发现，我市
的“光盘一族”越来越多，适量点餐、
打包回家等节约风气越来越浓，对于家
庭餐桌的“光盘”，市民也是各有招数。

在外不忘节约

4月 10日，在市区辽河路与崂山路
交叉口附近的一家饭店，市民周先生一
家正将没吃完的肘子、带鱼等饭菜打包

带走。“今天家里来了客人，大家决定在
外面吃饭。你看这一不小心就多点了两
个菜。”周先生笑着说，“这菜回家热热
晚上继续吃，相当于花一顿饭的钱吃了
两顿饭，划算。”

当天，记者走访了我市 5 家饭店，
发现“吃不了兜着走”已经成为大部分
市民的习惯。在市区人民路的一家餐
厅，经理徐女士告诉记者，从业 6 年，
市民在外用餐时的改变，自己一直在看
眼里。“除了一些人可能不方便或者爱面
子，大部分市民在剩下很多菜的时候都
会选择打包带走。”徐女士说，“还有一
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市民在点菜时会主动
询问菜量，以防点多。”

在市区海河路的一家饭店，厨师崔
永福表示，打包不丢人，浪费才可惜。

“作为厨师，我希望客人把我做的菜吃
完，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崔永福说，

“有的客人一盘菜没吃几口就不要了，最
后只能倒进泔水桶，让人心疼。”

同时，崔永福称，节约用餐不仅是
文明行为，还是在做好事。“服务员工作
量小了，地沟油的原料也少了，何乐而
不为呢？这事真是百利而无一害。”崔永
福说。

回家也能“光盘”

在外能做到“光盘”，在家吃饭，市
民还能否做到“光盘”呢？对于“光
盘”，市民有何看法和建议呢？记者随机
采访了十几位市民，不少人表示，家庭

餐桌上不容易做到完全“光盘”，但都会
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措施减少浪费。

家住市区老街附近的市民王秀云和
儿子儿媳住在一起，退休在家的她每天
负责家里几口人的饭菜。“我家人都爱吃
米饭，一般中午蒸米饭了就做几个菜，
为了营养搭配，我经常会多做几盘菜，
做得多了吃不了就浪费了，所以我就一
盘菜分量少点，如果吃不完晚饭再热热
吃掉。”王秀云告诉记者，自己家离菜市
场比较近，她每天都要去菜市场转转，
买菜一次不会买太多，既保证了菜的新
鲜，又避免了浪费。

家住市区辽河路一小区的市民王媛
媛则表示，结婚后小两口自己做饭买
菜，常常出现做得多了浪费的情况，冰
箱里也经常塞满了各种食物，过段时间
就会清理出一些过期的面包、坏了的蔬
菜等，自从怀孕到有了孩子，婆婆来到
家里帮忙照顾，受老人勤俭节约的影
响，家中的浪费情况减少了。

采访中，还有一些市民建议，如果
家庭成员有事不能回家吃饭要及时和家
人联系，避免饭菜做多的情况，另外，
减少在冰箱里“囤货”，饭菜口味清淡
等，也会减少浪费。

“文明餐桌我先行”系列报道 之一

“光盘”，你做到了吗

市区嫩江路一家餐厅市区嫩江路一家餐厅，，市民践行市民践行
““光盘行动光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