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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日子越过越好愿日子越过越好 浪费越来越少浪费越来越少

“每逢佳节胖三斤，若是过年加九斤。”这是从事网络平台推
广的李小慧在观看美食视频时留下的评论。李小慧在工作之
余关注了很多美食博主，并收藏了很多美食视频。春节期
间，这些美食博主纷纷发布“年夜饭系列”视频，从花式面
点到色香味俱全的主菜，都是带有美好寓意的美食，看得
网友们直流口水，纷纷感叹节日期间一定会体重飙升。

对很多人来说，逢年过节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
要尝遍美食。美食不仅可以让人身心愉悦，而且丰
富量足的食物也是生活富足的体现。在很多人的
观念里，吃得饱、吃得好、有剩余就是好日子。越是
重要的节日越得上“硬菜”，鸡鸭鱼肉不可少，饺子
更是吃到饱，甚至满满一桌子菜里难见几道绿色
的“纯素”。年夜饭尤是如此，无论家里有几口
人，那都要摆满一桌子菜肴。当然，在春节的餐
桌上，剩下的菜叫“年年有余”，但无论寓意有多
好，剩菜是不利于健康的，还容易造成浪费。

李小慧家有四口人，但每年的一大桌年夜
饭必定会炖上一整只鸡、一条大鱼。一桌菜吃
到最后，鸡和鱼都会剩下很多，然后再被反复热
着吃，甚至可以从大年三十吃到正月初五，最后
实在吃不完就只能扔掉了。至于那些没吃完又
不好加热的青菜，则早早就被倒掉了，硬生生把

“年年有余”变成“顿顿吃剩”。现如今，李小慧家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若是统计一下家家户户春节
期间的厨余垃圾，就会发现，因为准备过多食物又
消耗不完导致的浪费不仅常见，数量也非常多。

不仅如此，近些年有很多人选择在饭店订年夜
饭，觉得在饭店吃年夜饭，不仅吃得可口，还不用自己
做，吃完也不用收拾，非常方便。还有一些朋友聚会也
会选择到饭店聚餐，过年都喜欢图个人多热闹，点菜的时
候也难免多点。虽然有些人会把吃剩的菜打包带回家，但
仍有很多剩菜会被扔掉，造成更多的浪费。

在六条胡同附近住了三十多年的栾菲菲特爱囤年货，一
到过年就忍不住开始买买买：成箱的丹东大草苺和又红又大的

车厘子，新鲜的满黄螃蟹和挪威三文鱼，还有各种口味的酸
奶和雪糕……送到家的快递多得让栾菲菲的父母直摇
头。可她就是喜欢享受囤年货的这种快乐，怎么买都买
不够。

栾菲菲小的时候，父母忙于工作，过年放假时基本
都是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快过年时最快乐的事情就
是跟着奶奶去买年货。每次买年货，奶奶都会大袋
小袋地往回拎，哪怕手里都拎不下了，看到有卖东
西的还是会去问问价，想再买点啥，那架势真是恨
不得把整个集市都搬回家里。正是童年的记忆太
过美好，多少让她养成了过度消费的习惯，这个
习惯在平日还有所收敛，但遇到过年这种可以
“合理囤货”的机会，就会忍不住放纵自己。

以前，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足，物资也相对
匮乏，这就导致平日里吃不到多少“好东西”的
人对囤积食物有着极大的热情，栾菲菲的奶奶
是如此，栾菲菲自己更是如此。这些年来，随着
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物资运输渠道越来
越发达、网络销售模式越来越便捷，过年期间的
消耗水平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囤年货是件快乐
的事情，但可吃的东西备得多了，就难免出现浪
费现象。栾菲菲告诉记者，前一年囤年货时买的
草苺就因为保鲜时间短，有小半箱草苺没来得及
吃完就烂了；家里买的鸡腿肉放在冰箱里太久，最
后变味没法吃了；朋友送来的糕点礼盒，里面装的点
心也有很多没来得及吃完就发霉了。

像栾菲菲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几乎家家都有
过因买太多年货却吃不完造成的浪费现象。想要减少

浪费，过年囤货一定要适度，学会理性消费，更不能图便
宜就买一大堆，最后吃不完全坏掉了，东西没吃到、钱也没

省着，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今年冬天，东北的冰糖葫芦火
爆各大网络平台，冰糖辣椒、冰糖黄
瓜、冰糖大辣片，甚至还有冰糖生鲤
鱼、冰糖整只烤鸡和连叶带“须”的
生玉米制成的冰糖大玉米等奇葩种
类的“冰糖葫芦”不断刷屏，吸引着
众人的视线。大家一边好奇这些糖
葫芦到底能不能吃，一边也在好奇
会不会有更奇特的食材被加工成

“冰糖葫芦”摆放进商贩的橱窗中展
示。

如果说黄瓜、辣片做原料的冰
糖葫芦还能给一些口味奇特、勇于
尝试的食客品尝，那么冰糖裹生鱼
和冰糖包生玉米等类型的冰糖葫芦
被做出来则纯属浪费粮食。这样的
商家就是赤裸裸地以“搏出位”的方
式来吸引眼球，这样出格的“作品”
是否真的会让生意变好？销售食物
是为了让人填饱肚子和享受美味，
靠的是质量、口感和价格取胜，如果
卖出去的食物不好吃，又怎么会有

人愿意消费呢？
假噱头不如真实惠。在辽源步

行街经营冰糖葫芦生意的赵帅说，
步行街周边有好几家卖冰糖葫芦的
小摊，也曾有商贩做了冰糖尖椒、冰
糖辣片这样奇特口味的冰糖葫芦来
吸引顾客，但对生意的影响并不大，
大家虽然看着新奇，但几乎没人会
买，也很少有人因为谁家有这样“特
别”的花样就专门光临哪家商店，真
正能吸引顾客并大受欢迎的还是一
些更能满足普通大众口味的糖葫
芦。比如今年非常流行的 10元 5串
迷你小糖葫芦，各种口味不同的水
果组合到一起串成的小糖葫芦，可
以让顾客一次性品尝多种口味，充
分满足顾客们喜欢尝试新口味和经
典传统口味的双重需求，一经推出
就大受欢迎，其他商家看到后也纷
纷效仿，足以说明以浪费粮食的方
式“搏出位”，不如踏实开发实用的
新产品来满足顾客需求。

冰糖包万物？
“赔钱赚吆喝”就是浪费

“你们才几个人，点这些就够吃
啦”“先吃着，菜不够可以再点。”这是
姜家饭馆服务员最常对顾客说的话。
姜家饭馆以菜码大、分量足、价格较低
为优势，十几年如一日的经营方式也
让这家饭店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头
客。

因为菜码大，不常来姜家饭馆吃
饭的顾客很容易点多吃不了。饭馆的
老板没想着多卖几个菜、多赚几个钱，
而是告诉服务员们在顾客点菜时要劝
着点，以免点多了吃不完浪费钱，更浪
费粮食。不仅来姜家饭馆吃饭的顾客
在点菜时常被劝着别点多了，如果顾客
吃不完剩菜了，饭馆的老板在结账时也
会主动劝说顾客把剩菜打包带走。如

果顾客嫌打包盒太贵，他们也会为顾客
提供免费的可降解餐盒和方便袋。

姜家饭馆的老板娘常说：“做生意
要讲诚信。我们开饭店的不仅要把东
西做得好吃干净，更要做到为顾客着
想。每天看到顾客吃不完的剩菜被扔
掉，我们都感觉挺可惜的，太浪费了，
所以才会劝顾客能打包就打包。”

像姜家饭馆这样的饭店在辽源其
实并不少见。餐馆经营者每天和食物
打交道，更能直观感受到每天会有多
少粮食被浪费掉，所以也都很主动劝
导顾客节约粮食，通过劝说顾客按量
点菜和主动建议顾客打包的行动，减
少粮食浪费，共同营造节约粮食的良
好社会氛围。

“够吃了”“打包吧”
舌尖上的节约在行动

家住教师新村小区的孙媛媛是
大家眼中“会过日子”的人。她的家
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刚做完饭的厨
房也是干干净净，东西摆放也都整整
齐齐。而这些在孙媛媛看来只是很
普通的生活习惯，真正让她感到自豪
的是从小跟妈妈身边养成的节约习
惯。她买蔬菜水果总是货比三家，但
无论再好再便宜的蔬菜水果，她都只
买一两天内就能吃完的量。买鱼肉
这样的食材时，她更是只买一顿的
量。每天做饭，孙媛媛都是按照一家
三口人平常的饭量来做，几乎顿顿没
有剩菜。孙媛媛觉得，这种顿顿吃新
鲜、不吃剩菜的习惯才是健康的，也
是不浪费的。就像孙媛媛的母亲所
说：“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世界上还
有那么多人挨饿呢，咋能浪费粮食。”

在孙媛媛的影响下，她的儿子也

养成了节约粮食的好习惯，从小不爱
吃“小食品”，每天按时吃饭，盛多少
就吃多少，不剩饭也不乱掉饭粒。孙
媛媛的儿子还在爸爸的影响下，喜欢
上了蔬菜种植，从用大蒜发蒜苗、用
白菜根种白菜，再到用专业种植箱种
小苦瓜、地瓜，每次都能摆弄得像模
像样，而且种出来的蔬菜新鲜，还可
供自己家里食用。

很多家庭都像孙媛媛家这样，通
过一辈辈人的传承，养成了勤俭节
约、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虽然现在
日子过得好了，个别人的节约意识有
所降低，但节约粮食的观念仍隐藏于
他们的心中，只要多加引导就会让他
们自觉行动起来，减少浪费粮食的行
为。相信在更多榜样的带动下，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节约粮食的行
列中来。

健康饮食 理性消费
自然远离浪费

节约粮食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即

使在大丰收时的农村，家家户户收割粮
食后，大人们还会带着孩子去捡拾掉在
田里的稻穗麦穗，收回来的青菜外面
老叶坏叶也都会喂鸡喂鹅，田埂收获
后的秸秆也会拿回来喂牛和烧火，从
果实到根茎没有一丝浪费。哪怕在城
市最爱干净的家庭，吃饭时如果有饭
粒掉在桌子上，无论大人孩子也都会
捡起来吃掉。在一代又一代的言传身
教中，我们从小就知道粮食的珍贵，早
已将节约变成了习惯。然而，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浪
费粮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学校食堂，
吃剩被扔掉的馒头堆满垃圾桶；在饭
店，没吃几口的菜却没人愿意打包带
走；在超市选菜的顾客为买新鲜把菜
叶掰掉只买走最鲜嫩的菜心；在小区
的厨余垃圾箱里，长毛霉变后被扔掉
的食品更是屡见不鲜……不知不觉
间，多少珍贵的粮食就这么被浪费掉。

节约粮食，是尊重劳动的体现，也
是勤俭持家的好习惯，更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具体行动。节约粮食看似个人
小事，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就是足以动
摇国家根基的大事。手中有粮，才能
心中不慌。国家的粮食储备是为了应

对灾荒，而不是拿来浪费的。
要做到节约粮食，就要让节约成为

生活习惯。这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在全
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
由言传身教到榜样带动，每个人都从自
身做起，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
吃饭合理定量，坚持餐餐“光盘”；在外
吃饭不讲排场，养成剩菜打包的习惯；
日常购买食品时保持理性消费，不贪多
不占便宜，买回家的食品注意保质期
限，以免因吃不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要做到节约粮食，相关行业从业
者要担起责任。无论是街边小饭店，
还是大型超市批发市场，食品相关行
业从业者都应做到有底线、有操守，引
导顾客理性消费而不是诱导顾客盲目
消费，营造节约粮食的良好氛围，而不
是制造浮夸奢华的浪费风潮。

要做到节约粮食，还要加强监督
管理。节约不能光靠百姓和相关从
业者的自觉，要遏制粮食浪费，就必
须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起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长效机制，划下浪费粮食的
红线，震慑为谋利诱导浪费式消费的
行为，推出鼓励节约粮食的具体行动
方案，大力营造全民节约粮食的舆论
氛围和社会环境，方能使节约粮食成
为每个人生活的常态。

远离“舌尖上的浪费”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评论·

“年年有余”吃剩菜
年夜饭浪费成常态

年货囤积要适度
理性消费少浪费

春节是一个让人想起来春节是一个让人想起来
就觉得心中很暖的节日就觉得心中很暖的节日。。每每
每临近春节每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就开始家家户户就开始
囤年货囤年货，，瓜果蔬菜瓜果蔬菜、、鸡鸭鱼肉鸡鸭鱼肉，，
零食小吃零食小吃、、精品美食精品美食，，这都是这都是
喜迎新春必不可少的现象喜迎新春必不可少的现象。。
在东北在东北，，一辈辈流传下来的最一辈辈流传下来的最
朴实的观点就是过年要吃好朴实的观点就是过年要吃好
的的，，各种美味佳肴摆满一桌各种美味佳肴摆满一桌
子子，，哪怕吃不完哪怕吃不完、、都剩下都剩下，，那也那也
不叫浪费不叫浪费，，而是而是““年年有余年年有余”。”。

吃得饱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好，，确实可以确实可以
体现生活富足体现生活富足、、日子幸福美满日子幸福美满，，
但也应看到由此产生的但也应看到由此产生的““舌尖舌尖
上的浪费上的浪费”。”。新时代需要更健新时代需要更健
康的饮食观念康的饮食观念，，大鱼大肉的疲大鱼大肉的疲
劳轰炸早就让我们的肠胃不劳轰炸早就让我们的肠胃不
适适，，又何必非得强行做一桌子又何必非得强行做一桌子
菜却吃不完菜却吃不完，，剩菜被反复加热剩菜被反复加热
后再食用后再食用，，直到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因为种种原因
被掉倒被掉倒。。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应当认识到，，再再
美好的食物所含的寓意都不应美好的食物所含的寓意都不应
是浪费的理由是浪费的理由。。节日期间节日期间，“，“光光
盘行动盘行动””可不能放假可不能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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