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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要保持敬畏之心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萧洪恩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时，用了“惊心”

“痛心”两个极具痛感的词汇。对于时常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说的是一个“贴心”的问题，反映

出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情；对于那些存在“餐饮浪费”的人来说，说的是一个“愧心”的问题，反

映出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愁绪；对于那些关心国家、勤俭节约的人来说，如何解决餐饮浪费

问题则是一个“纠心”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节俭和浪费的态度，体现其价值标准和文明程度。“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表明中华文化对于节约的推崇；“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是历史兴衰的深刻启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个人的道德素质提供了一条标准；“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

羸病卧残阳”，则以生命代价昭示粮食的崇高地位；对那些帮助人们获得食物的动植物，则有牛

王节、谷神节、衣饭节等节日予以崇高礼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粮食都心存尊重与敬畏，

珍视粮食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勤俭节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今天依然需要提倡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在短

缺经济时代，餐饮浪费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节约粮食的理念容易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如今，物

质日益丰盈，人们不再为“吃不饱饭”担忧，种种不节约的就餐陋习就开始显现。餐饮浪费之风

不仅有悖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缺乏尊重粮食、尊重劳动的基本文明素养，更是脱离了我国

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深表“惊心”“痛心”、人民群众惋惜哀叹、学界对节约行为的关注、

社会对“光盘行动”的建构，一并说明餐饮浪费问题具有整体性、群体性、积聚性、关联性等特

征。“惊心”“痛心”的餐饮浪费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亟待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 

    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迎来新消费时代，粮食问题已经由传统社会的个人生存、地区灾难问题，

变成了国家及至整个人类的粮食安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处于相对富足的时期，也仍

然需要杜绝餐饮浪费。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从中长期看我国的粮食

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不仅国内还有扶贫、脱贫、返贫问题，放眼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会给国际分工市场带来风险，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灾害、重大社会灾难等也时常威胁到粮

食安全。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2020年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 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 1.32亿。这些

触目惊心的数字警醒着我们：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殊为必要。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把

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越要把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保持下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粒粮食都凝结着劳动者

的汗水，都值得敬畏珍惜。解决餐饮浪费问题首先是一个“主体自觉”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主体形象，成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消费主体，在全社会树立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价值导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采取健康的餐饮消费行为，努力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我们还应该创造多种多样反对浪费的文化成果，强化健康的餐饮消费宣传教育、创新健康的餐饮

消费方式、形成健康的餐饮消费氛围，最终取得健康的餐饮消费的社会成效，建设一个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节约型消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