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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昭化区机关食堂

分批炒菜锁鲜味
账本精算遏浪费

《人民日报》记者 游 仪

临近饭点，四川广元昭化区机关食堂，阵阵香味扑鼻而
来。取餐处，豆角烧肉、鱼香肉丝、凉拌西蓝花、清炒空心菜
放进保温餐台；后厨里，颠勺、翻炒、起锅，锅碗碰撞声此起
彼伏，厨师们忙成一片。

“我们以前常把菜一股脑儿全炒了，有的人来得晚，看
菜放久了不新鲜，可能就不吃了，造成浪费。现在是根据每
天的用餐人数，按批次来，分批炒菜。”昭化区公务服务中心
主任熊军说。

2022年，昭化区机关食堂更换餐具，结合大伙意见，换
成小碗小碟，就连后厨炒菜都改成了小锅。在熊军看来，机
关食堂刷脸就餐，人数统计也很方便，每天按照人数分批次
炒菜，既能避免食品浪费，又能让大家吃上热乎饭。

在昭化区机关食堂，从采购到储存，从出库到配菜，还
实行了全链条、全过程节约。

“头一件，就是增加采买频率。南瓜、土豆等易储存的食
材，为图省事，以前一周买一回，吃不完的堆在仓库里，积压
久了也会放坏。现在我们按需购买，和农贸市场联系，改成
每天配送。”厨师长张德东说。

入了库怎么储存？张德东的法子是按品种、类别严密包
装，根据各类食品保质期的不同，检查频率也有区分。“出库
也有讲究嘞，以前登记没这么规范，米面粮油随用随取，现
在都得签字，登记在册才行。”张德东说。

除厨师长外，如今，张德东还多了个新身份——食堂反
粮食浪费“监督员”。他不仅要提醒就餐人员“勤拿少取”，还
会对倾倒餐食过多的浪费行为进行及时制止。有时见剩菜
倒得多了，他也会反思，是不是菜品不合大伙口味。细琢磨、
勤打听，食堂菜品根据大家的反馈意见进行调整。有的就餐
人员反映红烧坨子肉量太大，他就将肉做成小份；有的人觉
得红烧鲇鱼过于肥腻，他就换了鱼的种类。

“能感觉到，大家节约食品、珍惜粮食的意识越来越强
了，自助取菜时，都是吃多少拿多少。当天剩的白米饭我们
也不会浪费，而是做成酸菜炒饭，当天晚上主食多个选择。”
熊军说，食堂每周都会复盘，依据反馈不断改进，从细微处
厉行节约。这不，眼见天热了，食堂把汤品改成绿豆汤为大
家解暑。根据统计，与2022年以前相比，昭化区机关食堂在
采购环节的食材用量节省了约 8.7%，厨余垃圾减少了 26%
左右。

（转自《人民日报》）

■民生一线·节约食物 反对浪费

反餐饮浪费，机关食堂怎么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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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餐饮浪费是一
项长期任务，要坚持不懈抓下去，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

《人民日报》今起推出“节约食物 反对浪费”系列报道，多地记者探访机关、学校和餐饮行业，关注各地在防
止餐饮浪费中的经验和探索。

——编 者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党政机关应当带头开展粮食节约行动，落实反食品浪费管
理责任。在反餐饮浪费方面，各地机关食堂有哪些经验做
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机关食堂

闭环管理促节约
个性菜单调众口

《人民日报》记者 门杰伟

饭点刚过，吉林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食堂，垃圾桶
中，只有少量剩汤、鱼刺和果核。在后厨，食堂工作人员正忙
着洗刷餐具、清理厨余垃圾。

“近段时间以来，食堂清理工作省事多了。”食堂工作人
员张姐说，“我们食堂从食材入手，动态监测每天的用餐人
数，定量配餐，既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也减少浪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机
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做得怎么样，数据最直观——2024
年，林园街道机关干部食堂厨房食材加工剩余边角料和厨
余垃圾较2023年减少了约三成，餐饮浪费从源头就开始避
免。

林园街道食堂工作负责人李杰说，反食品浪费要从餐
前、供餐用餐、餐后三个环节入手。

李杰介绍，餐前环节，食堂会根据用餐人数、食品储存
条件和储存场所环境合理安排采购计划，少采勤用、即采即
用。仓库、冷库等储存场所由专人负责管理，执行出入库清
单制度。食堂实行“个性化”菜单，制定膳食平衡、科学适量
的用餐食谱，在供餐加菜过程中适当控菜，推动干部职工养
成“勤拿少取”的就餐习惯，减少因食品口味问题产生的浪
费。餐后持续收集大家对菜品的反馈，定期将不受大家欢迎
的菜品“末位淘汰”，进一步优化调整菜品菜量，形成反食品
浪费的工作闭环。

林园街道机关食堂在食堂入口、用餐区等位置都张贴
了反食品浪费标识，街道还会经常组织开展反食品浪费主
题活动。“现在，有些饭量小的干部职工会主动请食堂工作
人员少打些饭菜。就是这些平日里一丝一缕的节省，汇成了
节约食品的大成效。”成效如何体现？“打开台账，一目了
然。”李杰拿起一本机关食堂餐厨垃圾台账翻看，日期、用餐
人次、餐厨垃圾总重量等数据清晰具体。

“完善健全的制度，是反浪费工作抓实抓细的关键。”绿
园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人柴子良介绍，2024年，吉林省
出台《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实施
方案》，让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有了更多抓手。

《方案》还将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
制度建立实施情况纳入公共机构节能年度考评和日常监督
管理重要内容。柴子良说，未来，绿园区将继续深入推行机
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强化结果应
用，进一步遏制乃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海南三亚机关食堂

边角料变开胃菜
开放食堂促利用

《人民日报》记者 董泽扬

“用早上磨豆浆剩下的豆渣做成饼，中午搭配在套餐里
出售，很受欢迎。”午间，在海南三亚市天涯区委机关食堂
内，工作人员韩雄从餐盘中拿起一块豆渣饼，热情地请记者
品尝。

一口下去，饼皮酥脆，唇齿留香，口感丰富。桌上，三个
玻璃罐内分别装有酸西瓜皮、酸萝卜皮和酸菜梗，这些是用
边角料做成的爽口小菜。“想办法把菜做得好吃一点，能用
来做菜的就都用了，大家愿意吃，这样就不浪费。”韩雄说。

食堂后厨的柜台上，三个塑料食用油桶分别倒扣在经
裁剪的半个油桶内，下方的油桶里已经攒了不少油。据介
绍，天涯区委机关食堂日均用餐人数达 600人，用的油多
了，换掉的油桶也不少。厨师们想到这一“小妙招”，在厨房
内专设控油区，将使用过的油桶控干，残油回收利用。

不仅在食堂内采用简便易行的节约举措，更面向社会
开放，提升设施与食材的利用率。5月8日起，天涯区委机关
食堂在工作日午餐时段向市民游客供餐，在提供卫生可口
饭菜的同时，也减少资源闲置，普及节约意识。“我们持续开
展反食品浪费进食堂活动，鼓励小发明、小举措，让节约粮
食的措施更简约。”三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黄忠贞说。

设置人脸识别系统、及时统计用餐人数，为合理安排采
购周期和采购食品数量提供依据；食材流通遵循“先进先
出”原则，推行大锅备菜、小锅续供，在提高食材利用率的同
时确保食品安全……天涯区委机关食堂在餐前环节采取多
种措施，从源头上减少食材损耗。

餐前要节约，用餐和餐后环节更要做好监督管理。就餐
高峰时段，三亚市崖州区政府机关食堂餐盘回收处，摄像头
实时监测用餐余量，厨余垃圾台账记录每日厨余垃圾数量、
种类与处理方式，推动厨余垃圾产生量逐步下降。

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各个环节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定
期的成效评估。“我们和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成了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成效评估联合工作
组，通过使用‘光盘助手’软件测量食品浪费系数等方式在
全省机关食堂进行评估抽查。”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
处副处长孙学森说，成效评估会强化结果运用，将反食品浪
费情况作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考核内容，纳入市县高
质量发展考核指标，让崇尚节约、文明用餐进一步落到实
处。

想办健身卡时被告知“不予接待”，租
房时屡遭拒绝，想旅游被旅行团拒接或要
求必须有家属陪同……65 岁以上老年人
常常在各种消费场景中遭到拒绝。

一些商家不愿意服务65岁以上的老
年群体，是因为对可能面临的风险顾虑颇
多，担心老人出现突发状况，让自己担责
……但因为年龄就拒绝服务或交易，不仅
是“年龄歧视”，也不利于发展银发经济、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2亿人，占全国人口
的 15.6%。2024 年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
命已经达到了79岁。“65岁以上”，不再是
传统概念中垂垂老矣的暮年，相反，他们
之中很大一部分人身体健康、活力满满，
有意愿也有能力消费。如何释放这部分人
群的消费潜力，让他们乐意消费、满意消
费？

首先，应认清老龄化社会消费趋势的
变化，及时转型。与其简单地以年龄为标
准拒绝接待老年客户，不妨多在服务上做
一些适老化改造，通过更加精准、精细的
服务，在更好满足老年群体消费需求的同
时，为自己找到新的盈利点。如北京一些
游泳馆在卫生间加装扶手，开辟老年人专
用泳道；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游专列。

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应完善，
进一步消除针对老年消费者的“年龄歧
视”，营造兼顾公平、权责适宜的市场环
境。

面对巨大的银发市场，一些商家出于
种种顾虑有钱不敢赚。如何让老年人开心
消费、让商家放心挣钱？可以通过税费政
策、奖补措施等促进银发经济领域的服务
创新，比如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老年人
健身、租房等场景的保险险种等，让商家
有意愿、有能力服务老年消费者。对老年
消费领域经常出现的消费纠纷，可以通过
制度完善、判例警示等方式进行指导和宣
传，让市场有规可循，服务银龄群体时更加安心。

当然，老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消费时要量
力而行，充分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享受服务。

多方发力，畅通消费渠道，优化消费场景，银龄群体将
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转自《人民日报》）

畅通消费渠道，优化消费场景，
银龄群体将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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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电（记者 段续
孙鹏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吉
林省长春市桂林路商圈内人头
攒动，小吃摊位前排起长队，咖
啡店和酒吧里开启“慢生活”，次
第亮起的霓虹灯牌，点缀在这条
烟火气十足的街道上。

就在几年前，桂林路商圈很
多商铺都已经腾空闲置。从以传
统商品销售为主，到以文化和旅
游属性来吸引游客，打造新型商
贸业态，这几年，桂林路商圈在
政府和商家的协力下进行全新
改造升级，成为长春最“聚人气”
的地界之一。

修缮人行步道和商户台阶，
营造文化石等人文景观，精心打
造 4面网红彩绘墙，搭建地下管
网，引入国风灯廊、智能机器人
……政府大力投资旧改项目的
背后，是通过改善环境、做好服
务保障，打造文旅新业态的经济
发展理念。

持续上新的商业模式和不
断优化的环境，吸引各地众多游
客前来游玩。“白天逛小店，傍晚
吃特色小吃，夜晚去咖啡厅坐一
会，真是让人流连忘返！”从沈阳
来的游客黄莹莹说。

“小店经济”是桂林路商圈
的活力密码。“我们辖区内有数
百家小店，包括新奇的饮品店、
老字号烘焙店，以及各具特色的
零售百货店。通过打造‘短平快’
的业态，与其他商圈形成差异，
吸引更多元的消费群体。”长春市朝阳
区桂林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常明
介绍。

以文促旅，以旅兴商。在长春多
地，文商旅融合的流量密码正在释放
出满满的都市活力。

在红旗街道的“这有山”商场，来

到这里的顾客纷纷举起手机拍
照打卡。因“山”得名，这里将“青
山”搬进繁华商区，一进门就可
远观整座山形建筑。拾级而上，
各具特色的 200多家商户沿山路
设置，山水、亭台、绿植点缀其
中，意趣盎然。

以文化汇聚人气，“山”里的
文化艺术活动不胜枚举，商场已
成为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间。“我
们与正在举办的第二届东北图
书交易博览会联动，将文创手
作、线下互动等搬进‘山’里的分
会场。”“这有山”商场总经理刘
朝霞介绍，商场还通过举办读书
日活动、“云山集”市集、打造线
下音乐空间等，构建开放的休闲
文化空间。

在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时
代，线下实体商圈保持竞争力的
密码，正是顺应人们消费习惯的
转变，通过建设文旅项目，让文
化带来旅游，旅游带来客流，客
流带来销售。

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
广场 8楼的露天屋顶花园，人们
既可以在此休闲小憩，也可凭栏
远眺，俯瞰市中心的南湖公园，
将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

当地市民回忆，这两年商场
的人气有了很大的改善。政府部
门通过帮助商圈招商引资，引入
AR体验馆、高尔夫球训练馆等
新业态，让传统商场转型升级。

“我们去年打造免费开放的
‘时光记忆馆’，展示老长春的各种生
活元素，如有轨电车等，让市民参观怀
旧，也让外地游客感受东北文化。”欧
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吴彩文
说，通过搭建唐风夜宴、莫奈花园、两
点半露台等场景，让生活与购物、人文
与休闲交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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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茶农在武夷山马头岩一处茶园采
摘茶叶。

初夏的武夷山，云雾缭绕，溪水潺潺。丹霞
碧水间一块块葱郁的茶园内，茶农们背着竹篓，
指尖轻轻掐下鲜嫩的叶芽。山道上，挑茶的工人
穿梭往来，将新鲜茶叶及时送往加工坊。

好山好水出好茶。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地，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实践地，也是
世界红茶与乌龙茶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一片叶
子在这里历经“岩骨花香”自然的淬炼，经过制茶
技师传统而独特的制作工艺，化作杯中琥珀色的
清香，成为香飘万里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武夷山茶的制作工艺历史悠久。尽管现代
机械逐步替代手工制作的部分工序，但武夷山
传统手工制茶技艺仍在当地延续传承。从萎凋
时对阳光与时间的精准把握，到摇青时茶叶与
茶筛间的跳跃接触，再经过杀青时火焰与茶叶

的热烈碰撞，翻动揉捻间处处蕴藏着武夷山人
对茶的深刻理解和无尽智慧，让武夷山的茶在
时间和技艺的雕琢下，散发出日久弥新的醇厚
与悠香。

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
更是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重
要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武夷山依托国家
公园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
加大生态茶园改造力度，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打造茶文化旅游项目，协同推进茶文化、茶
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发展，让这一传统产业
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活力。

武夷山水一壶茶是自然与人的交融，是“天
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智慧，更是武夷山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传承。 新华社发（陈颖 摄）

在武夷山在武夷山，，这片叶子创造了传奇这片叶子创造了传奇

新华社日内瓦5月21日电（记者 王娅楠）第78届世界
卫生大会期间，中国、法国、荷兰、卡塔尔、瑞士、智利 20日
在日内瓦共同举办了以“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全球行动
与合作”为主题的边会。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边会上发言
指出，中国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经历了从注重“治已
病”转向注重“治未病”，从“以精神障碍诊疗为中心”转向

“以心理健康促进为中心”，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均衡发展、公平可及”的现代化治理格
局。

焦雅辉说，中国希望也期待与世界各国深化在心理健
康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管理服务方面的政策
交流和实践探讨，共同促进诊疗技术、诊疗理念和管理模式
革新，为促进全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推动建设一个“人人
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美好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保
罗·贝克尔斯在边会发言中重点谈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他呼吁全社会共同负起责任，创造有利条件让儿童
和青少年健康成长。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热罗姆·萨洛蒙在边会上表示，虽
然全球心理健康服务资金不足，存在严重的可及性和质量
缺口，但通过全球共同努力，仍取得了一定进展。截至2024
年底，新增 7000万人获得心理健康服务。联合国将举行非
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高级别会议，萨洛蒙呼吁各国抓住
机会作出有力承诺，为未来几年的心理健康服务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国
际组织代表，多国政府官员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等 140余
人参加了这场边会。

世卫大会边会呼吁全球合作
让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

新华社罗马5月21日电（记者 张馨文）联合国粮农组
织21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主题活动以庆祝第六个“国
际茶日”。

今年的“国际茶日”主题为“同饮佳茗 共创美好生活”。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致辞中强调了茶产业对保障粮食
安全、支持农村经济和增强抗冲击能力的重要意义。他说，
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线”。茶产业
仍面临包括价格波动、融资渠道有限、技术不足以及气候相
关风险等诸多挑战。他呼吁全球协同努力，推动茶产业转
型，充分释放其巨大潜力。

当天，粮农组织宣布 6项新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系统，其中有中国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和巴西马黛
茶传统农林兼作体系。

多个茶叶在其社会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代表团
参加了当天的主题活动。与会各方参与有关茶叶市场和贸
易的对话，分享茶文化遗产和传统相关经验。现场还提供传
统茶艺品鉴，以及体现茶文化与生态价值的摄影展览。

2019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设立为“国际
茶日”，以弘扬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可
持续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举办活动庆祝“国际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