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占据着重要分量，从一日三餐到点心、
宵夜，吃得饱、吃得好是很多人对幸福定
义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像我们这样生
活在一个和平繁荣国度的普通人来说，食
物的获取也许只是到超市转转或是拿出
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对
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仅仅是想要
吃饱也是很难的。生活贫苦到三餐无以
为继，甚至有人饿死，这都不是危言耸听，
只要点开网络找一找，不仅是战争地区和
贫困国家如此，在那些看似富裕强大的资

本国度，同样有人在面临着饥饿。
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在新中国

成立之时，国外媒体曾感叹该如何养活
这么多人口，不是那些外国人闲到操心
他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他们不相信
新中国的人民能自己喂饱自己。随着我
们国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将人民的饭
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更有袁隆平等
科学家至今仍致力于解决粮食产量问
题。经济的发展让我们食物丰盛、甚至
可以有机会品尝到全球的美食，但回顾
历史，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有所富

余，也不过是近些年才有的事。事实上，
全球仍然面临着粮食危机，可耕种土地
的面积是有限的，我们一时浪费的食物
不知是多少人在一直祈求的。

养成生活中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习惯，而不要只是一场行动。
不只是在餐厅吃饭打包，而是按需点菜，
在食堂按需打饭，在家按需做饭。正在
发起的“光盘”行动，提醒与告诫人们：饥
饿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即便时至今日，
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仍是需要遵守的传
统美德之一。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心态一定要摆正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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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完成”，随着一声系统提示，
刚吃完午餐的乔玲收起手机，开始收
拾饭桌。这是她刚刚在“光盘”打卡小
程序上，完成自己第三十一天的打卡
任务。只要她在这个“光盘”公益小程
序上完成打卡，就可领取到小程序的
奖励红包。这些奖励不仅可以捐赠给
敬老公益餐厅、国内外的一些儿童免
费午餐等公益活动，而且参与者也可
以享受一定的外卖优惠。乔玲与几个

闺蜜已经在该活动中“组队”，每天约
好一起“光盘”，每到餐点，大家还会在
聊天群里互相提醒，边玩边做公益，几
个小伙伴参与“光盘”公益活动的热情
非常高。目前，乔玲和她的小伙儿伴
们已经在该程序上为“免费午餐，小善
大爱”的帮助乡村学童远离饥饿活动
提供多份爱心。

现如今，类似乔玲使用的“光盘”
打卡小程序等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还

有很多，因其便捷和可先的公益方式
比传统公益活动更多，深受广大年轻
人的欢迎。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呼朋
唤友，把“光盘”做公益当成了共同爱
好，大家一起提倡节约环保的氛围十
分浓厚。如果说以前大家吃饭之前先
拍照发朋友圈分享美味，那么现在吃
过之后再拍照分享，就是在互相打着
招呼：“嗨，今天我已经‘光盘’啦，大家
快一起来呀。”

最初，“光盘”行动是由一群热心公
益的人，在 2013年发起的活动，宗旨是

“餐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
做”。希望能以此带动更多人养成节约
习惯。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其中，“光盘”行动正在融入我们的日常
生活。今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
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一时间，响应之声四
起，“光盘”行动的推行也借此机会走入
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全民共行

节约之风的氛围中，不仅民众积极参与
“光盘”行动，很多餐饮行业、公益组织
都纷纷参与其中，推出适合不同人群的

“光盘”计划。
为减少“舌尖上的浪费”，众多餐厅

开启了行业内的“光盘”行动，为顾客提
供“半份菜”“小份菜”“热菜拼盘”、免费
打包等服务，鼓励把没吃完的剩菜打包
带走。价格按照“半份半价，小份适价”
原则确定。另外，有些餐馆在打包时会
收取餐盒或塑料袋费用的，此次提出可
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再收费，而且还

要使用环保包装，不提供一次性木筷和
超薄塑料袋。还有很多大学的食堂为
避免浪费，专设“女生套餐”和只收半价
的小份饭。也有部分经营蔬菜销售的
商家，推出了食材组合销售模式，将几
种正好可做一份的食材组合到一起，单
独生活和人口少的家庭吃一餐买一回
菜，减少浪费。更有类似“光盘”打卡的
公益小程序和APP，发起更让年轻人接
受的“光盘”行动。同时，还能与其他公
益项目相结合，打造一个覆盖更广泛的
公益环境。

“光盘”花样多 全民共节约

人人参与 节约光荣

“光盘”行动已经号召了许多年，也有
很多人参与其中。但我们仍要看到，即便
有许多人响应，但一时的“光盘”容易，想
要一直做到“光盘”还是很难的。我们可
以看到，在工作餐和个人点外卖或自己做
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光盘”的，即
使不能“光盘”，也自然而然地留到下顿解
决。但在参与宴请、聚会和节日庆典等活
动时，往往会造成大量的食物浪费，根本
做不到“光盘”或全部打包。

家里曾开饭店的车英嘉从小就在饭
店里长大，那时他经常会“捡”到客人没怎
么动过的剩菜。因为绝大部分顾客在一
人进餐时往往能量“肚”而行，但只要就餐
人数超过二人，就会习惯性按人头点餐。
即：有多少人就要点多少个菜，然后再加
一个汤。而且有些人为了让同行人吃好
特意多点，尤其很多人习惯在酒桌上办
事，这种时候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环
节，往往一次就餐下来，酒没少喝，但许多

盘子里的菜都是动都没动过的。
为何说一时“光盘”容易、时时“光盘”

难，也正是由于很多场合无法做到自己做
决定。比如一些必要的吃请类“应酬”：请
客的生怕点得少客人不够吃，显得不大
气；被请者多次表示够吃就好，却被当成
是假客气……所以，想要将“光盘”行动在
日常生活中进行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从心
态上根本转变，养成全民节约的好习惯，
方能处处“光盘”，时时“光盘”。

一餐“光盘”容易 日日“光盘”难

“光盘”行动不仅仅是要做到吃饭
“光盘”，更重要的是养成节约的习惯，
这样才能做到日常生活中处处节约。
同时，也要正视“光盘”行动的意义，不
要为了“光盘”而“光盘”，而是真正改
变生活舌尖上的浪费，从细节、从小处
开始杜绝浪费。

“光盘”不只是吃光盘中的食物，事
实上，关于吃的浪费体现在很多环节。
作为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夫）”，每个
家庭的一日三餐基本是不会太浪费的，
但只要看看家里的生活垃圾就不难发
现，放坏的水果，吃不完的剩菜和做菜
时剩下的边角余料，还有放过期的零
食、糖果，在很多家庭都不少见。

有一年春节，四世同堂的汤桂琴一
家人过得心惊胆战，因为一家三十多口

人谁也没想到，在全家人往家里搬年货
的时候，今年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因为舍
不得浪费粮食，竟然偷着一个人把头天
晚上吃剩下的酸菜给“打扫”了。因为
家里是地热，而菜因头一晚被放在了地
上，发生了变质。结果老人吃下后上吐
下泻，折腾得整个人都蔫了，把全家人
都吓得够呛，光顾着照顾老人的身体健
康，整个春节也没过好。

汤家老太太的情况并不只是个例，
很多家庭的老人都有“打扫剩”的习惯，
尤其当这个习惯和爱囤积食物的习惯
并存时，更是让子女感到十分头疼。有
过“灾荒”经历的老辈人都很珍惜粮食，
他们的一些节约习惯甚至因为不够健
康，让年轻人们又心疼又看不惯。但实
际上，老人们知道孩子的想法，也明白

那些剩菜、剩饭和有些过期食品、水果
等吃了会影响健康。但他们的经历已
经在生命中留下重重的烙印，囤粮和珍
惜食物的习惯已经养成。他们什么好
吃的都舍不得，搁上许久不吃，都留着
给小辈吃。

老人们的行为最能体现出为了
“光盘”而“光盘”，他们舍不得浪费食
物，但真正方法不是吃掉应被扔掉的
剩菜，而是控制购买的数量。作为晚
辈，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他们的心情，
并在日常生活中管控好家中存储的食
物。不要为了孝顺老人就一个劲儿地
买买买，也要多注意老人们有没有吃，
吃了多少，并把快过期的食物及时消
耗掉，而不是等着老人来“打扫”，甚至
留到过期还接着吃。

“光盘”是行动 更得是习惯

编前语：
从 2013 年 发 出

“光盘”倡导开始，一场全
国性的厉行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珍惜粮食、吃“光盘”中
餐的节俭之风遍及大江南北。

2020 年 8 月 1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

“光盘”行动不只是节约，也
是在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同时起
到环境保护的作用。今年12月4
日，“光盘”行动入选2020年度十
大流行语。从8月至12月，我们
反复提及“光盘”行动，正是想
在一次次地呼吁中营造节约
的氛围。“光盘”行动再掀高

潮，一场从舌尖开始的节
约 、环 保 行 动 持 续 发

热，正逐步提升着全
民 的 节 约 意 识

和 环 保 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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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不只是节约食物，也是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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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期，多山、多绿并没
有给三明带来发展优势，受制于旧有林业政策
僵化、山林产权不清晰，老百姓“靠山吃山”受到
极大约束，满目青山被老百姓称作“不开门的绿
色银行”。

1997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沙县调研时指
出：“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
益以外，还应该要林业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
作产业来办。”

1998年 2月 15日，习近平同志在宁化县调
研时又强调：“要抓好林业建设，把林业产业和
林业生态产业统一抓好，否则，满目荒山，两手
空空。”

这场被称作“唤醒沉睡的群山”的三明林
改，充分诠释了“青山变金山”的道理。三明首
创林权按揭贷款、“福林贷”等金融产品，创新推
出“林票制”改革，成为全省绿色金融改革试验
区，打造出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
实现“林业兴生态美”“不砍树也致富”。

2019年三明市实现林业总产值 1146亿元，
森林生态系统年综合效益达到 1983.4亿元，居
福建省前列。

三明市林业局局长刘小彦说，三明林改的
成功，得益于立足山区发展实际，维护人民群众
利益，向改革要动力和红利，把森林资源变成真
正的“水库、钱库和粮库”。

后发何以实现赶超？
——牢牢把握发展大势，育先机、开新局，

奋力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不断拓展新空间

先有三钢，后有三明。三钢对三明意义重大。
地处山区，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加上物

流成本高、规模优势弱，三钢在上世纪 90年代后
期陷入生产经营困境。

三钢集团董事长黎立璋不会忘记，2000年，
正是企业脱困最吃劲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两
次来企业调研。

2000 年 1 月 3 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时提
出：“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革方向，把
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转换企
业经营机制，加大扭亏增盈力度，最终实现脱困
目标”。

当年 8月 10日，习近平同志再次深入三钢，
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在厂区、车间调研了整整一
天，一边看，一边问，一边思考。

当年只有 36 岁的黎立璋是三钢棒材厂厂
长。他回忆说，在当天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
同志肯定“三钢改革发展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具
有典型示范意义，可以在全省推广”，同时对三
钢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可持
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党建和思想政治建设等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席话，指明发展方向，也激发出三钢人的
闯劲。

三钢通过精细化手段让管理成为强大的生
产力。以创新引领，三钢打造六大技术创新体
系，组建跨部门、跨专业的创新团队实施科技攻
关。

20年间，三钢钢产量从 2000年的 117万吨
增长到 2019年的 1240万吨，资产总额从 30.4亿
元增长到 466.6亿元，利润总额、总资产贡献率、

吨钢利税在全国钢铁行业中名列前茅。
今年 9月 1日，智能机器人旋转机械臂开始

在炼钢高炉里工作，三钢智能化转型正式起步。
“我们正抓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有

利时机，运用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技术、智能
化装备和工业互联网，从钢铁制造走向钢铁智
造。”黎立璋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面向未来，三明一方面要突出技术改造创
新，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另一
方面着力培育新动能，推动新兴产业特色化、集
群化、链条化。”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郑
文理说。

以“做大总量、提升质量”为目标，重点打造
钢铁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文旅康养、特色现代
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三明擘画了面向未来的
发展蓝图。

在三明，工业是重要支柱，农业农村发展则
是重中之重。

1996年 5月，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赴三明调研
时就指出“农业和农村工作是三明工作的重
点”，并提出联系三明实际，强化农业基础、发展
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大田县广平镇元沙村五龙山，700亩青翠的
茶园顺着山坡缓缓铺展，不少游客沿着漫步道
徜徉其中。

2000年 8月 9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顺
着茶山小道往上走。到了茶山上，放眼翠绿的
茶园，习近平同志特别嘱咐，大田要以茶产业为
抓手，茶产业要向生态、绿色、有机方向发展，向
深度加工发展，提升茶叶质量，打响本地品牌。

现在，大田县共有茶园 10万亩，茶叶加工厂
2000多家，年产值 10多亿元。元沙村的茶叶年
产值超过55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2.2万元。

“茶叶变成了老区人民脱贫奔小康的金
叶。”当年陪同习近平同志的老支书张乃流笑着
说。

多年来，三明立足市情、因地制宜，充分利
用绿色生态资源禀赋，以生态化理念推动特色
现代农业发展，形成了高优粮食、绿色林业、精
致园艺等特色农业产业和水稻制种、食用菌等
20多条特色农产品链条。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让三明的农业链条不
断向外延伸。

“嗨，大家好，我是农二喜。”这是网红“农二
喜”制作的近 700段视频作品最常用的开场白。
凭借 33.7万粉丝，他今年已经帮农户卖出了近
160万元农产品。

“农二喜”真名叫廖省华，是宁化县淮土镇
禾坑村人。两年半前，有视频技能特长的廖省
华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农村老家帮农民找市
场。

如今，廖省华创办了种植专业合作社，组建

了电商公司。“现在网络好，交通好，环境好，未
来的农村一样绚丽，会是一个大舞台。”廖省华
说。

美丽乡村，前景无限。打造全国杂交水稻
种子生产第一市，特色农业开创融合样板，实现
农业科技成果应用高效化……在推进乡村振兴
的路上，三明后劲十足。

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
三明是一座文明城。上世纪 80年代，从解

决群众反映的“脏乱差”问题入手，三明开展“满
意在三明”活动，成为全国知名的城市文明品
牌。

2015年 2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指出，“新时期
精神文明建设是从三明开始的”。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
富也要极大丰富。

这片红色土地，正在凝聚新的力量。
宁化县红军长征出发集结地广场上，矗立

着名为“军号嘹亮”的大型雕塑，一名红军战士
身体前倾，吹响发起进攻的冲锋号。

明年，两条新建铁路有望通到这里，为宁化
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三明人勤劳智慧，年轻一代求知若渴。
因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辈出，宁化第一中学

在当地被誉为“传说中的学校”。校园里，一张今
年刚考入大学的毕业生寄语海报高高悬挂——

“2021，等你!”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走向未来的三明，
走向未来的中国，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记者 张旭东 赵超 涂洪长 林超 高敬）
新华社12月16日电

三 明 答 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福建三明践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