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2667116 ■电子信箱：lbsp2015@163.com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沈隽 版面设计 杨祝娟

LI SHUI SHENG YIN 3丽水声音

编者按：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

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本

次办法修订大幅增加了餐饮

业促进内容，细化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相

关要求，调整规范了有关涉

企规定，增加了安全生产有

关内容，对完善餐饮业管理

机制、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将反食品浪费从道德倡

导上升为制度规范，这不仅

是餐饮行业的变革契机，更

是一场重塑社会文明的深刻

实践。当“光盘行动”遇上法

治化管理，当节约理念碰撞

数字化创新，这场发生在舌

尖上的革命正在书写新的文

明注脚。

珍惜粒粒粟米，拒绝舌尖浪费
党报圆桌会

为提升干部拼经济、搞建设、抓
发展的能力素质和强担当、善作为的
履职水平，近年来，很多地方把重点
项目一线作为干部“练兵场”，推动干
部能力在一线历练、考察向一线延
伸、作风在一线检验，让干部在项目
攻坚中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实现

项目建设与干部成长的双向赋能。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记载：“是徒知静养

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
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诚然，对于党员干
部而言，基层一线是增长见识、了解国情、社情民意的大
课堂，唯有多接一些“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才能“苦其心志”

“曾益其所不能”，不断获得持续成长的动力，做好为民
服务的“行家里手”，才能在工作中行稳致远。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越是困难大、
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磨砺品质，考验毅力。随着时代的
发展，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学历相对较高、书本知
识丰富，且身处互联网时代能获取大量信息，谈起道理
头头是道。然而，现实却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道理的供给和做事的需求之间存
在结构性失衡：所懂非所用，所需非所有。这就更需要
广大干部“俯下身”、祛骄气、除娇气，在实践中摔打和进
步，提升干事本领。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一线“练兵”，意味着直
接和群众打交道，直面民生难题和群众诉求。情况多
变、问题复杂是基层工作的特点，这就要求干部们具有
破解矛盾的魄力和能力，具有耐心细致、体恤民情的品
质和情怀。要带着学习的初衷和目的，向干部群众学
习，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而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更不是“到此一游”。要
敢于干事，不怕失误，在一线实现“观摩—实践—提升”，
在“逆水行舟”中砥砺本领。

用好一线“练兵场”，要端正好心态。作为上级部
门，要对一线干部实施密切跟踪，及时掌握其工作情况，
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须用
好“监督”良方，“清廉”良药。要以坚定政治觉悟筑牢青
年干部成长防微杜渐的“篱笆”。一则要夯实信念基石，
严守纪律规矩，筑牢思想防线；另外也得警钟长鸣，守好
政治、权力、交往、生活、亲情等廉政“关卡”，给敢于干事
者搭建舞台，给“墩苗”走过场者以惩处，让干部在成长
道路上越走越坦荡。

艰苦磨砺，是成长成才成功的必经之路。最后，用好
一线“练兵场”，其作用在于淬炼“幼苗”，促使植株生长健
壮，提高后期抗逆、抗倒伏能力，协调营养生长和成长成
才。当然，干部下沉一线既是锤炼党性的熔炉，也是创新
治理方法的实验室。沉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业务，
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历练中成长与进步，才能锻造
出一批批堪当支点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用好一线“练兵场”
余志勇

日前，民航局发
布通知，“禁止旅客
携带无3C标识及被
召回的充电宝乘坐

境内航班”。充电宝召回，旨在给公共安全“充电”，确保为
公共出行打造安全健康的绿色通道。不得不说，将无3C
标识的充电宝挡在公共安全“门外”，直观彰显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赢得公众集体的点赞与
理解在意料之中。

当然，安全重于泰山，充电宝召回不能“一召了之”。
无标识、不达标的充电宝给日常生产生活带来潜在风险
与未知危害，充电宝召回不能止于“召回”，更应在有效利
用、科学处置上跑好“下半程”。比如，突出精准识别、系
统施策、因“宝”制宜，将危险系数大的充电宝进行处置、
防止“二次流出”，对质量达标的充电宝可“循环利用”，避
免“一刀切”、一窝蜂。尤其应建立健全相关召回机制链
条，防止形式主义等现象给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添乱
添堵，影响高质量发展整体大局。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充电宝召回在需求端“召
回”，更应在供给端“溯源”。充电宝召回不是目的，最终
目标在于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故
此，既要在购买后“召回”，也要在生产源头进行把关审
核，切实完善充电宝生产标准与行业规范，确保相关产品
出炉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让公众放心购买、与之安全
出行。所见，充电宝召回不只是在消费端的既有风险上

“消存量”，更应在生产供给上严格把关，做到隐患问题
“控增量”。

说到底，充电宝召回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程，背
后关联强化优质供给、破解价格战“内卷式”竞争等重大
课题。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消费不断升级、优质供给提质
增效，公众对绿色、健康、时尚、现代的消费体验日益强
烈，充电宝召回正是品质化竞争的微观注脚，也为推动品
质增效、服务提质形成无形的倒逼力。从这点出发，把握
消费潮流、引领时代趋势，优化品牌效应、提升产品质量，
由狂“卷”价格向品质竞争转型，才是充电宝召回带来的
有益启迪。

人人都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充电宝召回在于全民参
与。木桶理论认为，木桶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木板。
以此类推，充电宝召回行动能否取得成功，筑牢公共安全
钢铁城墙，在于每一个人的自觉意识与安全理念。因此，
要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营造浓厚氛围，增强充
电宝召回广泛群众基础，防止公共安全堤坝被“一块短
板”溃败。总之，众行者易趋，孤举者难起。充电宝召回
得群力群策、同题共答，坚持久久为功、一抓到底，避免虎
头蛇尾、草草收场，切实把安全至上摆在发展突出位置，
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追求。

充电宝召回
莫“一召了之”

段官敬

《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
法》将反食品浪费从道德倡导上
升为制度规范，标志着我国反对
餐饮浪费进入新阶段。这场“舌
尖上的革命”绝非简单的行为约
束，而是一场价值观念革新。制
度的约束只是起点，真正的节约
文化应当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
动，并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生态构建。

制度建设锚定践行轨道。中
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食不厌
精”曾无数次被人引用为“精致”
饮食的信条。然而随着物质的丰
足，婚宴菜品的“十全十美”、自
助餐的“吃回本”心态等，逐渐扭
曲了部分人群的餐饮消费心理。

《办法》的出台，正是对这种异化
消费的制度性约束，以规制之力

匡正饮食文明新内涵。近年来，
我国大力推动“光盘行动”进校
园、进社区，通过公益广告、主题
课程等方式，让节约理念深入人
心。群众层面的广泛发动，加之
制度层面的他律公约，可以最大
幅度让普通大众真正理解节约的
意义，从而发自内心地认同并践
行。

从自觉认知到习惯塑造。当
社会规范倾向于节约时，个体的
行为也会随之调整。《办法》的出
台，通过制度约束推动了行为改
变，但在实处细处则需要社会各
层面共同参与。例如，餐饮企业
提供“半份菜”“拼盘菜”选项，鼓
励消费者按需点餐；外卖平台推
出“无需餐具”选项，减少一次性
浪费；食堂推出网上选餐系统，个

人可以选择喜欢吃的套餐避免浪
费等。这些措施并非制度化的强
制，而是通过优化选择架构，让节
约成为更便捷、更自然的行为。
久而久之，当“够吃就好”成为下
意识的决策，个体的自觉认知就
成了群体的习惯再造。

让群体无意识行为构建有意
识的节约生态。当人人养成节约
的好习惯，这种全民参与的“无意
识行为”，就是社会文明重塑最厚
重的基石。加之政府、企业和媒
体等多方有意识的协同发力，就
能塑造一个可持续的节约生态。
很多学校教育已将“食育”纳入课
程体系，让孩子们从小理解“粒粒
皆辛苦”的真谛；社区做好创新的
载体服务，比如丽水灵山未来社
区的“共享厨房”，让居民在烹饪

交流中培养新的饮食观念；全媒
体平台宣传引导，特别是对一些
网络平台的不良吃播、“大胃王”
挑战等节目，均在加以整顿、传播
绿 色 健 康 的 作 品 …… 在 多 元 主
体、不同视角的协同助力下，节约
文化的毛细血管也将深入基层治
理、教育和舆论传播等各个层面，
节约生态网络就成了全社会有意
识的自觉行动。

从“ 面 子 消 费 ”到“ 理 性 点
餐 ”，从“ 剩 宴 文 化 ”到“ 光 盘 行
动”，节约文化的培育，是一场从
认知到行动、从个体到社会的系
统性工程。只有当节约成为深入
人心的价值认同、自然而然的日
常习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生态
共识，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舌尖上
的浪费”。

从他律到自觉的舌尖变革
余庆

《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
法》这一新规是对 2021 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的进一步细化和补充，要求餐饮
服务单位在经营活动中主动提示
消费者适量点餐，并提供小份菜
等服务，引导消费者养成节约习
惯……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正
悄然影响着全社会的消费方式、
餐饮行为，也在餐桌上播下文明
的种子。

从“提醒”到“规范”，规则让
节约更可持续。过去，人们常把

“光盘行动”看作一种自律行为，
但如今，在法律和行业规范的推
动下，节约已不仅仅是个人修养，
而成为餐饮规范的一部分。例

如，天津市出台的地方规范明确
要求提供小份、半份服务，并主动
提示适量点餐。美团、饿了么等
外卖平台也推出“按量点餐”功
能，消费者可选择“少米饭”“半分
菜”等选项，既满足需求，又减少
浪费。节约不再只是自觉选择，
而是餐饮各个环节中可感可行的
规范内容。

从 餐 桌 一 端 延 伸 到 产 业 链
条，反浪费正在全流程推进。《办
法》不仅规范消费端，也关注原料
采购、储存、加工和垃圾处理等环
节。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和企
事业单位推进“按需取餐”与“智
能称重”措施。例如，上海交通大
学通过在食堂引入 AI 称重设备，

记录和分析食物剩余情况，引导
学生按需选择；江苏南京某企业
食堂则设立“光盘奖”，鼓励员工
理性取餐，减少浪费。此外，一些
地方将“食材损耗率”纳入对餐饮
单位的考核标准，在源头推动绿
色经营。

从“ 各 自 为 战 ”到“ 协 同 发
力”，反浪费需要多方参与。《办
法》明确政府、企业、消费者和行
业协会的责任分工，政府负责监
督检查，企业要提供便民服务、优
化流程，消费者则需在规则和引
导下做出理性选择。同时，行业
协会也在制定服务标准、宣传节
约理念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
如，北京多家行业协会联合推出

“节约用餐指南”，倡导“每人每餐
不剩菜”，部分餐饮企业还设立

“文明示范店”进行公示。
《办法》的出台，不是另起炉

灶，而是在已有法律基础上做出
的细化与落实。它让“节约”不再
只是倡导，而是成为每一个经营
者和消费者都应遵守的行为规
范。节约不是临时应对，更不是
一阵风，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行
动和多方协力的推进。

小餐桌织就大文明。文明不
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每一个人的
每一顿饭，都是改变的开始。让
我们共同努力，把“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从口头上的提醒，变成日
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选择。

制度让节约落地有声
夏金地

《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
法》中特别细化了反食品浪费的
有关要求，对于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形成科学的消费观念和健康
的饮食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观念已成为
社会共识，但“面子消费”和“过度
点餐”等现象依然时有发生。究
其原因，既有消费者“好面子”“摆
阔气”等不健康的消费心理作祟，
更与餐饮企业的服务细节不到位
有关。比如，菜品分量设计不合
理，单人食客想要多尝几道菜，只
能被迫多点；服务人员对过量点
餐视而不见，甚至诱导消费者多
点；餐厅对剩余餐食不主动提供

打包服务等。反对浪费不能仅靠
消费者转变观念，应通过刚性约
束和正向激励让餐饮业担负起主
体责任。

此次施行的《办法》便对餐饮
经营者如何防止浪费提出了许多
具体而细致的要求。一方面，明
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在食材管理、
引导提醒、餐食及服务提供等方
面，以及团餐和宴席服务、自助餐
服务、外卖服务等场景的反食品
浪费要求。另一方面，从优化用
餐需求分析、充实菜单信息、配备
公勺公筷、提供打包服务、给予光
盘奖励等方面，鼓励和引导餐饮
服务经营者加强反食品浪费工
作。《方法》以细致入微的要求，彰

显了反对浪费要从细小处做起的
理念，它的出台无疑是一场“及时
雨”，为餐饮业反食品浪费提供了
明确的操作规范，划定了清晰的
行为边界。

《办法》的落地实施，正激发餐
饮企业的创新智慧。不少经营者
开始创新经营方式，比如，《方法》
中要求“丰富供餐形式，合理配置
小分量、多规格的主食、菜品、饮品
等”，有的餐厅将大份菜改为小份
菜，设置九宫格式菜品点菜，实现
少量多种类；《方法》中鼓励餐饮服
务经营者“对参与‘光盘行动’的消
费者给予奖励”，不少餐饮店家开
展“光盘抽奖”活动，以代金券、电
影票等奖励引导节约消费等。这

些源于市场主体的创新实践，正是
新规期待激发的市场健康活力和
企业绿色转型。也正是这些于细
微处的“绣花功夫”，让反浪费理论
切实转化为消费日常。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反对浪费不是限制消费，而
是倡导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当每
一家餐饮企业将反浪费理念贯穿
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每个环节
都精打细算、减少浪费；每一位消
费者都将节约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的点点滴滴，从自身做起、从细小
处做起，才能真正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让勤俭节约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

反对浪费要从细小处做起
王秋蕊

郑佳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