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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消费

让让节节俭俭成成为为一一种种生生活活习习惯惯
“光盘”走入百姓生活，节约就在生活点滴间

当前的电子产品，特
别是手机，技术发展很快，
产品更新的周期也很短。
然而很多人换手机并不是
对新技术有切实需求，而
是出于跟风心理。导致频
频换机，有的几千元的手
机用不到一年就换掉，非
常浪费。

家住薛城区的王先生

是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市
民，几个月前三星一款型
号为Galaxy S4的高端手机
刚上市他就买了一台，价
格四千多元，几乎用了他
两个月的工资。然而这台新
手机究竟好在哪里，王先生
称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

“就是屏幕大了一点，
处理器快了一点，还有些

软件更新，具体的我也说
不太上来。”王先生表示其
实自己之前用的那一款手
机买了也没多长时间，当
时买的时候也是市场上比
较高端的配置，即使现在
用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
满意的地方，但就是觉得
大家都在换，自己也该换
了。

浪浪费费无无处处不不在在 节节俭俭成成新新时时尚尚
盲目攀比，一年能换俩手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私
家车已经成为关注话题，
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辆
车，但是排量大，动力足已
经成为人们买车的主要心
理，30日，记者了解到，许
多市民在购车时主要关注
排量问题。

家住市中区的吕女
士，刚买一辆私家车，她就

是以排量为标准购买的车
型，她认为排量大预示着
动力足，开起来较舒服，吕
女士告诉记者，排量大的
车虽然耗油，但是车型大，
速度快，开起来比较敞亮
舒服，记者看到吕女士买
了一辆排量为3 . 0T的越野
车，车型很大，同样也很耗
油。

和吕女士有同样心理
的消费者不再少数，总认
为排量小的车不如排量大
的好，一位张先生表示，平
时他与朋友一起交往，朋
友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
谁买的车排量大就代表谁
买的车高档豪华，所以很
多人购车时，都会热捧大
排量车型。

大讲排场，买车遵循排量大

朋友来了，请客吃饭一
定要上饭店，我想这样的想
法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比较
普遍，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不到饭店吃饭，就不等于聚
餐，也不等于请客。

可是去餐馆吃饭的一
个直接问题，菜品齐全，容
易引起点餐浪费。特别是
东道主为了显示自己的热
情大方，尽量多点菜，即使
三个人也会点六个人吃的
饭菜，餐后就会形成大量
的剩菜剩饭，直接导致浪

费。
刘先生告诉记者，请

别人吃饭，就必须保证客
人吃饱，万一点少了，不够
吃的，多尴尬，所以干脆往
多了点，即使客人吃不了，
也显示了自己的热情大
方，何乐而不为。对于客人
来说，当朋友请吃饭时，如
果拒绝朋友的热情和大
方，会让朋友感觉到自己
很难照顾，让朋友为难。

记者随机采访几位市
民，三分之二的市民回应

支持多点餐，因为这样，吃
饭的双方都会很高兴，可
以显现出东道主的大方，
少数市民支持少点餐，因
为那样会弄得很尴尬，对
于适量点餐的建议，有些
市民反映，适量问题谁也
把握不准，不如多点餐的
效果好。

关于点餐要适量问题，
很多市民依旧没有这样的
意识，这足以展现了浪费现
象的普遍存在，以及浪费已
经成为一种问题的存在。

吃饭讲好看，剩菜剩饭多

一市民展示自己退下来的手机，每台都能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袁鹏 摄

1 0月 3 1日是世界节
俭日，面对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历来被国人提倡，
30日，记者走访调查枣庄
市场发现，为推崇节俭，
多数餐馆会提醒顾客，剩
饭要打包，并建议顾客点
餐时不要铺张浪费要适
量选餐。

记者走进文化路一
家 餐 厅 ，看 到 餐 桌 上 竖
起 ，“ 光 盘 行 动 ，禁 止 浪
费”的标语，另外顾客在
点餐时，服务员也会认真
提 醒 顾 客 ，禁 止 铺 张 浪
费 。顾 客 刘 女 士 告 诉 记
者，服务员提醒我们要节
俭，不要浪费，这样做直
接杜绝了，点餐容易浪费
的 心 理 错 误 ，很 值 得 倡
导。

振兴路一家饭店的
服 务 员 贾 女 士 表 示 ，以
前我们经常提醒顾客剩
饭 时 要 打 包 ，但 是 这 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浪费的
问 题 ，打 包 不 是 最 终 目
的也不是解决浪费的最
好 办 法 ，很 多 顾 客 打 包
回 家 后 ，并 不 会 再 吃 剩
菜 ，而 且 重 温 后 的 剩 菜
对 身 体 也 不 好 ，所 以 很
多顾客都会把打包回家
的 剩 菜 选 择 扔 掉 ，这 依
旧是一种浪费，“吃多少
点多少，这才是节俭”贾
女士说。

为了从源头上真正
杜 绝 浪 费 ，餐 厅 服 务 员
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的
基 础 上 ，还 会 按 照 顾 客
的安排在饭菜数量减少

的 情 况 下 ，尽 量 将 饭 菜
的 质 量 做 到 少 而 精 ，做
到从精致上赢得顾客的
喜 欢 ，而 不 是 从 数 量 上
争取优惠。

记者了解到，在节俭
日到来之际，很多家长都
会提醒家中的孩子，要懂
得节约粮食，不要剩菜剩
饭，一位李姓家长告诉记
者，他一直教育孩子要学
会节约，不仅在吃饭上，
平时上学铅笔，作业本等
文具的使用都要学会节
约，一位杨姓家长，人们
应该一直倡导勤俭，而不
是针对世界节俭日一天，
要时刻记得，勤俭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铺张浪
费是不可取的，既危害自
己，也危害国家。

光盘行动，节约粮食

其 实 ，节 俭 的 也 渐
渐 地 走 进 了 人 们 的 生
活，如下班后随手关灯，
多数建设单位倡导绿色
建筑等等，我们看到，现
在 很 多 工 作 单 位 ，多 数
员 工 树 立 了 环 保 意 识 ，

下 班 后 ，员 工 之 间 互 相
监督，“下班别忘记关电
脑”等等，已经成为员工
之间下班后互相问候的
一 句 话 。现 在 绿 色 建 筑
已经成为人们比较感兴
趣 的 话 题 ，很 多 建 筑 单

位都会倡导使用环保节
能型材料。

为 倡 导“ 绿 色 、低
碳 、环 保 ”休 闲 出 行 理
念 ，提 升 旅 游 城 市 文 明
形 象 ，枣 庄 市 启 动 建 设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节俭融进生活，低碳顺应环保

10月31日世界节俭日，峄城区古邵镇坊上小学组织学生开展勤俭节约教育活
动。师生们用故事会、情景剧等形式展示了常见的浪费现象，帮助学生树立勤俭节约
的意识。

校长殷宪忠告诉记者，学校开展教育的同时，也希望家长加强对孩子的节约教
育，引导他们树立勤俭节约意识。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摄影报道

谈到世界节俭日，很多读者都
会回应，在这一天要学会节俭，反
对铺张浪费，那么过了这一天，我
们就不要求节俭，就不需要节俭了
吗，其实节俭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
美德。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勤俭的
现状。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世界节
俭日”与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11月

1日)紧邻，更与万圣夜(10月31日夜)

碰撞，沉浸于节日狂欢的人们在
“娱乐至死”的信条下往往淡忘了
“节俭日”这一节日概念，取而代之
的是疯狂的节日购物与娱乐。

即使在没有万圣节这一节日
的国家，以中国为例：在“世界勤俭
日”这一天，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中，浪费的现象更是无处不在。以

公共场合来说，水龙头不拧紧，造
成水资源流失。办公室里，电脑不
关、空调24小时工作的现象很常
见。

在超市里，限塑令实施以来，
依然还是有部分消费者宁愿支付
塑料袋的费用，也不愿随身带着环
保购物袋，有的市民表示，塑料袋
已经使用习惯，短时间内还难以适

应。同时，菜篮子在菜市场里也依
旧少见。

勤俭节约不应被埋没于典籍
的故纸堆中，不能仅仅是口头上的
一句空话，我们只有从身边小事做
起，从今天现在做起，才能保护好
美好的地球家园，维持社会永续不
断的发展。

要让节俭成为一种习惯，成为

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下
班了，记得关掉电脑插座，购物时
您使用重复购物袋了吗，购车时选
购小排量轿车等等，这些虽是生活
上的一些细节，更是节约的习惯，
所以要想真正做到节约，就要养成
节约的习惯，将资源运用到需要运
用的时间和地点。

本报记者 刘婷婷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腿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本报记者 袁鹏

节节俭俭故故事事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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