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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变“剩宴”浪费何时休

8 月 12 日早上，“武汉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武汉 10 人进餐先点 9 人
菜，不够再加”等相关话题登上了微
博热搜。

据悉，武汉餐饮行业在 8 月 11
日提出倡议，第一条即为推行“N-
1 点餐模式”；第二条为针对两三位

客人进餐，餐厅推出“半份菜”和
“小份菜”，满足顾客消费多样化的
需求；第三，餐厅均要准备打包
盒，可为顾客提供剩菜打包服务。
针对餐饮浪费的消费习惯，武汉推
出了更人性化、更节约的餐饮建议
和服务。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出
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
观。然而，要进一步制止餐饮浪费，还要打出
组合拳。

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2013
年底，中办、国办制定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
接待管理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要求切实压减不必要的公务接待，
加强接待费报销结算管控，实行县以上接待信
息公开并强化对接待问题的问责。从制度上让
大吃大喝“报销无门”。

针对餐饮企业和消费者多管齐下

除了中央出台的规定条例，要想让餐饮节
俭成习惯，还必须通过法治发力。专家表示，
要针对不同的个体多管齐下，首先对于消费者
要推出惩戒制度，规范餐饮行为，惩罚浪费行
为；对于餐饮企业，则要强化监管，采取有效
措施，建立刚性长效机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成升魁表示，“由于我们中国这种特殊的餐饮
方式，有一些新的餐厅，我们不知道它量的大
小、盘子的大小，造成了浪费。要双管齐下，
从立法的层面，从制度规定的层面。”

各地因地制宜 立法惩戒浪费行为

除了国家层面，这些年来各地其实也在积
极探索立法监管，制止餐饮浪费行为。2013
年，珠海市在全国率先发布《珠海市餐饮浪费
处罚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顾
客被误导点菜过多等现象，政府相关部门会责
令改正，并警告，若经营者拒绝改正或在指定
期限内未改正的，政府部门可视浪费情况处
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2014年，沈阳
市文明办号召所有餐饮单位主动下调各类宴会
标准，打造节约环保的宴会新风。

成升魁说：“我观察到各地现在出台了一
些政策，比方限制宴会的桌子数、限制消费总
量，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

大力整治粮食浪费

纵观全球，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遏制
粮食浪费。2016年2月，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
法案，禁止超市扔掉或销毁未售出的食物，假
如超市有相应的剩余，必须将其捐赠给慈善机
构或是食物银行。超市和慈善机构签订协议之
后，还能获得捐赠60%产品价值的税收减免。
法国的立法也产生了连锁反应，意大利等国也
相继出台相关法案。反对食物浪费，全球正逐
渐掀起一股立法浪潮。

本版稿件综合央视、光明日报微信公众
号、红星新闻

多国立法遏制粮食浪费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全
社会都在倡导“光盘一族”，但“舌尖上的浪费”依然触目惊心。

大型聚会浪费达38%

在江西永新县的一家自助餐厅
内，为了避免浪费，自助餐厅内贴
有“浪费超过一百克加收十块钱”
等标语，服务员也会善意地提醒顾
客吃多少打多少。但在实际操作
中，餐厅为了留住客源真正处罚的
并不多，一些餐盘内还是会剩很多
饭菜。

调查显示，大型餐馆、游客群
体、中小学生群体、公务聚餐等仍
是 餐 饮 食 物 浪 费 的 “ 重 灾 区 ”。
201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
布的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
告》披露，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
费量为每人每餐 93 克，浪费率为
11.7%，大型聚会浪费达38%，学生
盒饭有三分之一被扔掉。初步测
算，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
食物浪费量就在 1700 万至 1800 万
吨之间，相当于 3000 万至 5000 万
人一年的食物量。

这几年，随着大众消费势头越
来越强劲，餐饮浪费还呈现出一些
新形势新特点，比如节日、生日、
婚丧嫁娶等聚会宴席，浪费巨大。

“大胃王”吃播秀浪费严重 平台将严厉整治

专家表示，随着网络消费的快速
发展，日常点外卖中也存在浪费问
题。还有更极端的案例则是现在自媒
体流行的所谓“大胃王”直播，有网
友表示：“直播的‘大胃王’们是该
管管了，尤其是根本不吃全都吐了的
那种，太浪费！”

从 2014 年韩国一吃播博主在网
络上意外走红开始，“吃播”热潮迅
速蔓延到了中国，在国内各大社交媒
体生根发芽。加上快手、抖音等短视
频平台兴起，“吃播”经济越发火
爆。在激烈的竞争下，“大胃王”式
的吃播秀越演越烈，吃播内容开始

“变味”。为了吸引眼球、涨粉，许多
吃播的画风开始从最初的精致美食路
线，慢慢发展到不断下沉的土味路
线，如生吃海鲜、干喝麻辣锅底，再
到几分钟内暴风吸入一大盆拉面、一
口气吃50个汉堡等。

但不是所有的吃播都像日本的木

下佑哗一样，胃异于常人。据说她也
是因为生理上的特殊原因，一吃东西
胃就比普通人的大 66 倍。而其他普
通人就只能借助其他手段：催吐、边
吃边吐的剪辑版、不停变换机位的巧
妙操作，甚至还有选择把小肠割掉，
让食物直接进入直肠，减少消化步
骤。

这些所谓的吃播主播的一系列恶
劣行为，不单单是在消费观众，也在
伤害自己，同时还严重浪费食物。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成升魁认为，这个是一个非
常不好的苗头，对于建立全社会的节
约意识是背道而驰的。要想让餐饮节
俭成习惯，还必须通过法治发力。

“对浪费粮食的行为，一经发
现，平台将在第一时间按违规程度进
行处罚。”8 月 12 日，抖音平台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关注到网上舆
情，并将客户端搜索设置里的“吃
播”“大胃王”等关键词的检索内容
进行了“拒绝浪费，合理饮食”的提
示，呼吁用户珍惜粮食。

同时，快手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
回应称，一旦发现用户创作中有暴饮
暴食，以假吃、催吐、宣扬量大多吃
等方式博眼球的行为，将根据情节严
重程度，给予删除作品、关停直播、
封禁账号等处罚。

“10人进餐先点9人菜，不够再加”上热搜

相关链接

食物浪费有多严重
吃饭是大事。然而，在对待粮

食这件事情上，有组数据不看不知
道，一看实在是触目惊心。

城市餐饮浪费超出你想象

201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联
合发布了《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
报告》，这份报告对北京、上海、
成都和拉萨4个城市尝试开展了长
达5年的追踪研究。

其中一组调研数据显示：城市
餐饮业人均浪费量为96克每餐，浪
费率为 11.3%；大型聚会浪费率达
38%；学生盒饭有三分之一被扔
掉；4 个城市游客人均食物浪费量
为每餐每人 103 克，明显高于当地
居民食物浪费量的每餐每人88克。

值得一提的是，大型餐馆食物

浪费量较高，原因在于朋友、商务
聚会比较多。这两种就餐类型在点
餐中往往更加注重“面子”而不是

“肚子”。
另外，这类聚会就餐过程中往

往伴随着大量的酒水饮用，减少了
其他食物的食用，往往导致食物浪
费现象更为严重。

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小学校园
食物浪费问题也相当严重。某大型
城市中小学生的食物浪费量明显高
于城市餐饮业的平均水平。各种供
餐方式中，盒饭食物浪费最为严
重，浪费量高达每餐每人 216 克，
约占食物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而这只是在消费环节产生的粮
食浪费。早在 2014 年，《经济日
报》 就曾报道，我国因粮食生产、
流通、加工和消费环节存在的浪费
现象，每年损失粮食相当于2亿多

人的口粮。

浪费的仅仅是粮食吗

我们每年浪费的粮食，仅仅是
粮食这么简单吗？绝对不是！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卢思骋在谈及食物浪费对环境的影
响时说，全球现有农业生产使用了
70%的淡水资源、33%的土地和30%
的能源，排放了 20%的温室气体。
我们用这样的环境代价生产出来的
食物，却又大量在餐桌上给浪费掉
了。

也就是说，食物浪费不仅仅意
味着食物本身的浪费，更意味着生
产这些食物所投入的水、土地、能
源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无效消耗，
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
体的大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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