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严禁铺张
浪费。”严禁铺张浪费，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现
在人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但是相反的也出现
了更多地浪费现象。从小我们都知道浪费是
不好地行为，而且我们更不能助长这种行为
的发生。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在生活
中避免铺张浪费的行为呢？

以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等场合，很多
人碍于面子，讲排场，盲目点菜，浪费现象
严重，但自推行“光盘行动”以来这种现象
明显改善，市民外出就餐在点菜时更趋于
理性，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绿色消费
理念。《宴席节约服务规范》中指出，未来我
国的餐饮企业也将承担起引导顾客节约粮
食的责任。《规范》提出：餐饮服务单位应依
据顾客数量和菜品重量主动提醒适度点
餐；应对每个宴席套餐提出食用人数的建
议；应科学设计大、中、小份菜肴品类，满足
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浪费；

应将餐饮节约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把制
止餐饮浪费融入生产经营及宴席服务的每
一个环节。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饭店，看
到前来就餐的顾客在点餐时都比较理性，
就餐离开时餐桌上点的饭菜基本不会剩下
太多。“都是能吃多少点多少，尽量不要浪
费。”“一般都不会点太多，根据自己喜欢，
能吃多少点多少吧。”“我们是适当的点一
点，先吃着，如果不够吃，我们再稍微加一
点就行了，根据用餐情况，灵活变动。”这是
很多市民现在的心声。

借着这些年“光盘行动”的东风，很多市
民逐渐改变待客好攀比、重面子的观点，比往
年更理性、更适度，对请客吃饭也不再追求大
鱼大肉，也不会特别追求数量的多少，而且在
用餐完毕后，更乐意将剩余食物打包带走。
请客吃饭也更“俭朴”，也不再是一定要摆十
个盘子八个碗，桌上有了大鱼大肉，才叫招待
好客人当作唯一标准，一些简单的家常便饭
也开始走上待客餐桌。

文明请客 成为社会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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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虽小，尤见礼义廉耻；节俭事
微，可助兴国安邦。”粮食生产和安全，过
去还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
历来重视粮食安全，提倡“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
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好了，你浪费的起就可

以浪费。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即使在发达
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这是对劳动的尊

重，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在日常生

活中不过是举手之劳。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
实做起来很简单：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而不

应该摆阔气，乱点一气；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
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

成为新时代人们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在我们享受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能够节约

一粒米、一滴水、一分钱，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一份责
任。

而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要采取保护耕地、加强粮食
生产、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节约粮食、制止“舌尖上的浪

费”是极为重要的手段。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将习近平总书记
的教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我们每
一个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俭朴素，人之美德。让我们
行动起来，用“舌尖”的节约涵养“心间”的美德，用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祝琪尧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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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 不负美好“食”光
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织之辛苦。爱惜粮食，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敬天惜粮、勤俭节约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

富，粮食不再是困扰人们生活的问题，但厉行节约的传统美德也被某些人淡化、忽略，甚至粮食浪费问题比较突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总书记的指示对当下粮食浪费现象可谓是当头棒喝、振聋发聩。“丰年不忘饥苦，富岁当思节约”，

我们对粮食安全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丰收不是浪费的理由，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粮食安全
宣传教育，倡导爱粮节粮新风尚，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培养健康节约习惯。

有句老话说“半饥半饱日子长。”当然，这
话已经有些过时了，我们早已经幸福地脱离
了需要数着粮票、盯着米缸吃饭的年代。随
着生活一天天变得富足起来，人们有条件去
尝试着“奢侈”一把。中国人讲究饮食烹饪，
接风宴、婚宴、寿宴、各种名目的聚会，饭店已
成为许多人宣泄情感的场所。根据我国最新
调查统计发现，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总量达
到了 16吨，在这巨大的数量背后，隐藏着巨
大的浪费。可以想象到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
连饭都吃不上，而我们浪费的粮食却达到了
16吨。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它能够养
活好几十户甚至几百户贫困家庭。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有多个国家正面
临近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7月，世界粮
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发布

了《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
析》。指出，2020年下半年，全球有25个国家
将面临严重人口饥饿风险，每天或许有 6000
名儿童将因营养供给不足而夭折。目前，我
国政府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
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真正要实现这一点，
还需要人们从最基本的“吃”做起。在生活
中，不倒剩菜剩饭、不挑吃穿，珍惜他人的劳
动成果，一定要注意斟酌一下自己的用食用
量，而且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剩，吃多少、做多
少、盛多少。我们生活的地球，可供生产粮食
的耕地并不多，而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的发
展被不断地蚕食。就全世界而言，粮食并不
富裕。每年都有好几亿人口因贫穷、自然灾
害或战乱经受着饥饿。可以说：珍惜粮食就
是珍惜生命。

别掉以轻心 节约从“吃”开始

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说：“勤俭
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忠
孝传家之本……”家风诸德之中，勤俭当为首
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弘
扬节俭品德，倡导勤俭家风，当从节约一粒
米、一碗粥起始。中国历来就不缺勤俭持家
的好家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堪称节约粮
食的典范。毛泽东主席一生粗茶淡饭，他也
一直要求自己的家庭成员勤俭节约、艰苦朴
素。

家风的恪守与传承问题上，父母长辈承
上启下、躬身践行，既是继承者又是传续发
扬者，因此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成为道
德的榜样，影响并严格要求晚辈继承家风品
德并传扬下去。对此，27岁的刘鑫深有感
触。因为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样做的。刘
鑫告诉记者，从小到大，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时，奶奶都要求他吃“干净”再下桌。“我从初

中开始就住校了，那时候我经常剩饭、剩菜，
也没有人管。放假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奶
奶看到我剩饭，很不高兴，每次都坚持让我
吃完。而且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节约下来
的，哪怕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以至于我上
大学以后养成习惯，在食堂也都是吃多少盛
多少，未来我也要把这种好习惯带给我的孩
子。”刘鑫说。

让节约粮食真正成为一种最基本的家庭
理念与习惯，长随于身，像呼吸一样自然，如
此才能让节俭之风成为修身治家之本，成为
社会文明之魂。一辈做给一辈看，一辈跟着
一辈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好家风传扬的
成败决定着社会道德发扬的成败。传承好家
风也是父母实实在在为子女着想的举措。司
马光说：“父之爱子，教以义方。”用好家风影
响子孙后代，是真正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
上”。

节俭好习惯 赖于家风传承

吃播是近两年很火的一种网上直播形式，很多人都喜欢在吃饭
的时候看吃播，不仅可以学到做饭小常识，看到品尝美食的吃播，还
很下饭。然而，随着做吃播的博主越来越多，吃播也有些“变味”。

现在有些所谓大胃王吃播秀浪费严重，有的甚至吃了再把食物
吐掉……很多网友对此嗤之以鼻。网友 1：“吃播可以，不要吃了吐
掉来表演。虽然博主面前摆了一大堆的食物，但是她们根本不会全
部吃完，而是在凳子下放一个垃圾桶，嚼一口吐一口，后期再通过
剪辑加工。有的是吃一些之后再通过催吐的方式吐出来，不过
催吐对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在“大胃王免单”挑战风靡网络
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担忧。网友 2：“真应该管管这
些主播了。很多都是哗众取宠，吃的食物绝大多数都很油
腻、不健康，小龙虾、拌面、炸鸡、五花肉等都是出了名的
高热量食物。整那么一大盆放在那里，看起来就很没有
食欲。”大胃王吃播之所以能这么火起来，其实靠的就
是一种跟风、猎奇的心理。

不久前，央视在一档新闻节目中批评部分网络
大胃王吃播浪费现象严重，引起网友一片叫好。
而至于为什么会点名批评网络上的“大胃王”想
必大家的心中也都清楚，原因就是他们有着明
显的浪费行为，并且他们的行为很容易造成传
播，以至于被更多的人模仿。为了热度大吃假
吃，对于我们建立全民节约意识、减少食物浪
费来讲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大量进食
对肠胃危害很大，身体内原本正常分布的血
液流向胃肠道会导致血压变化过大，这对
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十分危
险。无论是粮食还是其他的资源，都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做到节约对待，节约更是要
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网红吃播“变味”太浪费

网友热议：

节约涵养“心间”的美德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