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燮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15日
记者走访驻烟高校发现，“餐桌浪
费”现象比比皆是。米饭吃几口就
扔 ,整碗面条倒掉，仅午饭一个餐
厅就能收集500多斤泔水。(本报10

月16日C06版)

餐桌浪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
“餐桌剩余”了，高校食堂的餐桌浪
费现象是社会上餐桌浪费的一个
缩影。据统计，全国一年在餐桌上

的剩饭浪费就高达600亿元，真是
触目惊心！

纵观“餐桌剩余”浪费现象不
难发现，有的是主动行为，如有些
食客节俭观念淡薄，就餐陋习严
重，甚至把餐桌剩余当成了烘托气
氛、讲排场、撑“面子”的必备条件；
有的则是吃请或公款用餐，花别人
的钱不心疼。但有的则是被动行
为，如饭店或食堂设定的分量不合
理，比如米饭只能打一元或者一点
五元的,菜只能要一整份,这种固定

的份量是不允许你选择的，很多饭
量小的人吃不了只能倒掉。还有的
因为饭菜质量不济，倒了食客胃口
而无奈倒掉。

由此说来，要做到杜绝浪费，
就餐不剩，的确是一项系统工程。
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引
导餐饮企业在各环节有效遏制浪
费，将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作
为餐饮行业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作为个人，树立节约理念，摒弃陋
习，点餐适量。餐饮业一方面要提

高饭菜质量，留住食客的胃 ;另一
方面可采取浮动份量制，从设定份
量上让食客有更多的选择，消除食
客的被动浪费行为。另外还可借鉴
国外推行的“吃剩罚款”做法，有报
道说，在德国餐厅就餐，结账时若
还剩许多食物，店家会叫来社会保
障局的官员，开出60欧元的罚款
单，他们的理念是：“钱是你的，但
资源却是社会的，你可以使用，但
绝不可以浪费，你的浪费，与每个
人都有关。”

守护舌尖上的文明

“钱是你的，但资源却是社会的，你可以使用，但绝不可以浪费，你的浪费，与每
个人都有关。”

过马路看人数
不看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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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时间短容易出危险

@朝阳：不是我要闯红
灯，绿灯的时间不够过半条
马路的，另外绿灯时右转弯
车辆不会让行人的，谁来告
诉我不闯红灯怎么办？

@人在江湖：红绿灯设
置只考虑机动车，行人过时
间太短，只有闯红灯。

@小雨飞溅：路口太宽，
绿灯时间太短。如果等绿灯
亮了再走，走一半可能就红
灯亮了，那时候更危险。

@匿名说大话：行人绿
灯，但右转车也是绿灯，相
互冲突，行人只好拣着没车

的时候过马路。

不要抱侥幸心理闯红灯

@盐城之家：不是罚款
就能解决一切的。对违反红
绿灯管理的人，应该要他(她)

们做1周的交通执勤义工。我
想也许会比罚款更有实际意
义。

@左右：任何时候都应
该以人为本，行人犯错可以
按规定处罚，但机动车还是
要遵循先让行人的基本原
则。

@ 冷 箭 ：在 市 区 十 次
事故，有九次是行人不走
斑马线，横穿马路闯红灯

引起的事故。行人的心理
是反正司机不敢撞我，关
键是现在新手上路司机太
多了，反应时间稍微一长，
往往车祸就这样发生了。
行人最好不要抱这心理闯
红灯。

从我做起遵守交通规则

@昌南：少发牢骚，从我
做起，遵守交通规则。

@冷眼看世界：现在提
倡车让人，但前提是行人也
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

@春风送暖：应根据各
地情况，合理设计安排。科学
决策是关键。

开始担心这些：将莫言所在
的城市封为中国文学之都，开发
旅游。修复其老家，弄成莫言故
居，最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将
市中心大街命名为：莫言大道，在
市中心建立莫言雕像。将其作品
放入小初高语文课本，并增设考
试题目。各种大师为莫言创作肖
像油画，出现各种莫言传记。

——— 作业本(微博达人)

出了一趟差回来天就凉了，
喜欢这个季节，白天温和夜里微
凉，披一件衣服坐在电脑前捧杯
热茶暖手，舒服。“舒服”这两个字
言简意赅，概括了对喜欢的某人
某地某个季节的评价。“此人给我
的感觉很舒服”这是由内而外的
全面肯定。试问：您会是一个让人
感觉很舒服的人吗？我有点心虚，
第一印象肯定不是。

——— 冯小刚（导演）

新闻：近日，内蒙古乾坤公司
原董事长宋文代被查贪污公司黄
金60公斤、白银1 . 4吨，此外还有数
千万元赃款。宋文代2002年入乾坤
公司管理层后一直被举报。为防意
外，宋文代将贪污黄金藏在北京某
小区车库的汽车后备箱内。(新华
网 10月15日)

点评：这跌宕起伏的剧情如果
拍成电影，绝对比《黄金大劫案》过
瘾多了。

新闻：“我什么时候被开除村
民资格了？法院才有权力剥夺政治
权利，村委会凭什么剥夺我的选举
权？”广东阳春市春城街道城郊村
的一些村民因为2003年没有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村里开除了

“村籍”，选举权、村民福利待遇被
剥夺。(中国网 10月16日)

点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村
委会你要有本事，就开除人家的国
籍。

新闻：2003年5月31日，北京亚
运会举重冠军才力离世。生前最后
4年，他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他的
遗孀、曾同为举重运动员的刘成菊
在今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辽宁
举重队效力期间，才力夫妇举起过
难以计数的重量，但这个“力量之
家”，疾病、贫穷等是他们生命中的
难以承受之重。(新京报 10月16

日)

点评：奋勇拼搏的运动员，在
光鲜过后，留下的是许多的伤痛。
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新闻：公务员被普遍认为是
“高幸福感”职业，居民幸福感调查
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
最高。(中国经济网 10月16日)

点评：2013的国考岗位介绍是
“叫苦的金饭碗”。但调查显示，公
务员说：我很幸福。

@网友：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
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您怎么看？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漫画：夏坤

招聘人才抢得来

还要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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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招聘会上企业纷纷
涨酬薪》

企业招聘人才，抢得来
不过是一种手段，留得住才
是目的。所以，招聘者就应
该牢固树立诚实守信的观
念，把确实能够兑现的条件
告诉大家，而不是用虚假信
息错误诱导。要保证薪酬待
遇和工作条件等各项承诺
的兑现，让求职者真正感到
温暖，能够施展才华，尽心
尽力的工作。这既是对人才
负责，也是企业信誉和发展
的必需。(段玉文)

评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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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言龙

游客王先生入住某商务宾
馆后，因穿一次性拖鞋不慎滑倒
导致划伤。这样的事件并非个
例，据烟台市工商部门粗略统计,

今年以来 ,已接到游客在酒店因
穿一次性拖鞋致使摔伤的投诉
近20起。

一次性用品曾经是各酒店
宾馆的“标配”用品，有效提升了
住宿顾客的体验，也确实带来了
很多方便。但随着近年来一次性
用品质量的下降及对环境的损
害，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要求

各宾馆酒店不再提供免费一次
性用品。但因为旅客习惯、宾馆
服务等方面的考虑，此项政策一
直没有落实到位。

取消一次性用品是一箭双
雕的好事。从酒店来说，可以大
大降低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
也可以降低消费住宿的成本。

但是面对几乎约定俗成的
一次性用品消费习惯，究竟如何
解决好存在的多方利益平衡的
问题呢？我想第一个是要加大媒
体宣传的力度，要设立温馨提示
卡等标识，做好跟客人的解释工
作，自觉引导顾客予以理解、支

持、配合；第二要求宾馆、招待
所、旅行社和有关单位要做好相
关的工作，保证配套措施要到
位，不影响顾客入住舒适感；第
三，要在取消一次性用品供应
后，对房间价作出相应的下调，
对顾客进行有效引导。

相信烟台的酒店服务业能
从这起意外事件中吸取教训，继
续做好酒店服务的规范。只要有
政府的推动，有宾馆、酒店、广大
顾客的全力支持，理性消费、健
康消费的风气一定会渐入人心。
(蓬莱市电子政务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

一次性拖鞋真没必要

疙瘩汤

◎回应《米饭吃几口就倒
掉》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这是连孩子都熟悉的唐
诗。可是，我们身边的很多
人，并没有把唐诗的内涵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诚
然，最近十几年我们的庄稼
连年丰收，粮食的总产量也
逐年上升，但是，这不足以
成为我们浪费的理由。

部分青年学生对节约
意识逐渐变得单薄，何尝不
需要一次“饥饿体验”呢？只
有对饥饿有了切身体验，他
们才知道去珍惜粮食和蔬
菜，才懂得“粒粒皆辛苦”的
深刻内涵，才明白“饱时不
忘饿时饥”的要义。（黄齐
超）

◎回应《宾馆房客被“撂倒”
缝了3针》

规范一次性用品的使
用，加强制度约束不仅是必
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但仅做
到这一步尚显不足，需要建
立管理的长效机制，堵塞一
次性用品使用的管理漏洞。
首先，要加强宣传工作，让每
一个市民都知道限制一次性
用品使用的制度规定。其次，
有关部门要定期开展宾馆一
次性用品的检查工作，不将
一次性用品放置在房间，一
次性用品收费也要落实到
位。最后，宾馆酒店应为客人
提供便捷、卫生的家庭式拖
鞋服务，让客人用着放心，自
然也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
用。(赵连卿)

不妨来次

“饥饿体验”

一次性用品管理

需要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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