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俭由人、理性消费，这种务实的理念渗透进群众生活，体
现在城市餐桌上。在广州的老字号餐厅里，点菜节制、剩菜打
包不仅是老传统，也是当下时尚的消费态度。 （据新华社）

制止餐饮浪费，从破除“面子观”开始
■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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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遏制餐饮浪费刻不容缓
■陈桂芬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孙德胜

消费节约风

我国是处于发展中的大国，逐渐富

裕 起 来 的 群 众 ，奢 华 浪 费 之 风 不 断 蔓

延。在豪华酒店，三四千元一桌的酒菜

不足为奇，四五千元或更高的宴席比比

皆是，舌尖上的浪费无处不在。一桌子

酒菜，剩下了不少食物，有的高档菜只

动了筷子就倒进了垃圾桶。看到这些

“奢侈的垃圾”，怎么不让人痛心疾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多次发起

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运动。各

地在公务接待上也都有“严禁”和“不

准 ”的 规 定 ，但 依 然 没 有 彻 底 根 除 浪

费。从深层次分析，浪费是由多种原因

造成。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送礼是常

事，甚至“礼多人不怪”被广泛信奉；浪

费也和过去的饮食习惯有关，过去家庭

困难、物质贫乏，吃得饱，并不容易，而

现在请客吃饭爱面子，追求阔气、讲排

场，认为食物“多多益善”；随着社会生

活水平提高，节约意识渐渐丢失，宁愿

在酒桌上吃剩，不愿在酒桌上吃完；有

的酒店设置最低收费，酒店服务员平时

很少提醒食客按量点菜，还推销高价格

的菜，也是浪费的一个原因；当前消费

文化盛行，个人本位主义思想严重，认

为钱是自己的，没有把食物视为社会财

富，浪费食物同他人无关。这样的吃喝

陋习，奢靡作风不改，不可能建立起真

正文明、简朴、节约的饮食文化。

节约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

不管富裕还是贫穷，我们都应该去珍惜

食物，敬畏粮食。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示 ：餐 饮 浪 费 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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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

自己做起，理性就餐，杜绝餐桌上的浪

费，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才能有效遏

制浪费粮食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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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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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光荣的氛围。勤俭节约

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

更是一种使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勤俭节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

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

一个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

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同样，一个没

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家庭

是难以为继的。今天，我们虽然温饱有余

了，但仍要牢记中华民族的古训：“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

艰”。

勤俭节约要从我做起!在中国，一件

小事如果加上 14 亿人口就是大事，如果

每人浪费一点资源，加起来就非同寻常，

如果每人节约一点资源，加起来就是一笔

巨大财富。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

智慧，节约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身边做起，牢固树立节约意识。

节约从我做起，就要从思想上崇尚俭

朴，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浪费为耻，抛弃

“家大业大，浪费点儿没啥”的思想。

节约从我做起，就要在作风上艰苦朴

素。舍得吃大苦、耐大劳，把艰苦奋斗当

成有效发展的助推器，把勤俭节约当成战

胜困难的传家宝。

节约从我做起，就是要在源头上做好

管理。各级领导要带头，在办公上，在餐

桌上，在日常消费上，只要大家都能积极

行动起来，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

纸、一粒粮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从小事

做起，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那么，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就会持续

兴旺，永葆活力!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对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我市坚决响应，反应迅

速，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发出《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倡议书》，号召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加大节约粮食宣传力度，带头拒

绝舌尖上的浪费。

浪费是一种可耻行为，与勤俭节约

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为什么这些年来

大行其道，形成一种“社会病”呢？根子

与“面子观”不无关系。面子，是一个人

的尊严，要面子不是坏事，但死要面子就

不是什么好事了。什么叫死要面子？死

要面子就是虚荣心作怪，不注重实是求

是，在语言上表现为通过说大话抬高身

价，这种大话包含着许多空话和假话，用

老百姓的话说“吹牛不打草稿”；在具体

行为上不量力而行，或用量过猛，花大钱

办大小事，看中的不是结果，追求的是热

闹的过程，走的是过场，摆的是花架子，

搞的是形式主义。这种面子不是个好东

西，但曾几何时却很有市场，特别是在政

府层面，大家都争着要面子，一级做给一

级看，导致浮夸风盛行。因为面子有了，

成绩就有了，有了成绩就会得到肯定，赢

得荣誉，获得机会。为了这种面子，自然

不顾里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浪费的

是钱财，消耗的是公信力，最终败坏的是

政府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干部作

风得到加强，许多落后消极的现象得到

了遏制或改观。比如公款吃喝问题，可

以说得到了根本性解决，这是令人欣喜

的，但使人担心的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

在。这是一个必须警惕的问题。这里首

先有个误区要澄清。现在公款吃喝少

了，有些个人或民营企业老板有这么一

个观点，花的是个人的钱，爱怎么花就怎

么花，不关别人的事。持这种观点是狭

隘的，也是错误的。一是我们吃的喝的，

都是来自大自然馈赠，不注重节约，就会

导致资源消耗过度，比如说粮食，如果再

遭遇天灾，就有饿肚子的可能；二是勤俭

才能持家，无论是国家亦或个人小家概

莫如此。浪费行为既损小家又坑大家，

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不讲公德影响

社会风气的行为，国家必须干预。

制止餐饮浪费，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是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我们反

对餐饮浪费，不是要求在物质生活富裕后

还要过苦日子。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就

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

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的初心。美好生活与

我们反对铺张浪费不是矛盾体。浪费是

什么？具象地说，比如在餐饮问题上，两

个人吃饭，点五个人的菜，结果当垃圾倒

掉了，你说可不可惜，要不要制止？

为什么两个人吃饭，要点五个人的

菜？问身边多个朋友，一人吃饭如何解

决，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要么一碗

面条，要么一碗水饺或者一碗蛋炒饭，很

简单，不存在浪费。两人以上，就有一个

“请”的问题了。请人吃饭，得考虑面子

问题，不仅菜要上档次，量还要充足，至

于菜多得吃不完当垃圾处理那不是问

题，反而显得更有面子。这是不健康的

文化，是传统中的糟粕。国人喜欢饭桌

上说话办事，虽说吃什么不重要，但重要

的 是 面 子 ，而 面 子 最 终 又 要 酒 菜 来 体

现。自酿的土酒再怎么好喝，请客吃饭

往往是上不了台面的，茅台一出双方都

有面子。有人戏言，即使喝的不那么正

宗，那也是茅台啊，言下之意，别人对自

己是重视的。

面子不是可以浪费的理由，懂得节

俭方显素质。多年前，我在香港参加一

个商务宴请，主人是一位香港名人，饭

后，他让服务员把剩下的半份炒饭和几

块鱼头骨打包，说半份炒饭是他明天的

早饭，几块鱼头骨是家里猫的早餐。他

是笑着说这话的，笑得很自然，令我至今

印象深刻。多年过去了，他在我心目中

的印象一直很美好。制止餐饮浪费，就

让我们从破除“面子观”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