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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机制  制止餐饮浪费 
 

——六谈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本报评论员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古诗，但在现实生活中，餐饮浪费却成了

许多人不经意间的行为举动。如何让遏制浪费不再停留在口号上，不再紧一阵松一阵？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给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那就是要加强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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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各地都在推进“光盘行动”，还出台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从

最终的结果和落实的持久性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总体上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2019年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餐每人 93克，浪费率为 12%。

餐饮浪费仍触目惊心，但是，“无法可依”的窘境却很难对餐饮浪费形成全面且有力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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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无论是顺应粮食安全的立法规划，还是提升节约

本身的制度规范，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立法都是大势所趋。只有以刚性

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才能让“光盘行动”不再

像刮过的一阵风，才能彻底扭转餐饮浪费现象。 

    制止餐饮浪费需要全链条的配合，从国家政策的引导到行业协会的推动，从餐饮企业的参与

到消费者的行为，从粮食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费等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法可循，才

能织实织密制止餐饮浪费的“网”。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改掉浪费习惯，立法只是手段，守法才是目的。

通过立法把具体的制度规范起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宣传教育等手段，最终要实现的

是人们从观念到行为的重塑，只有把法律的硬约束，上升到道德的自律，才能在全社会加快形成

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文明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