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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厉行行节节约约 反反对对浪浪费费””行行动动之之下下，，济济宁宁城城区区————

宴请少多了

浪费依然在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见习记者 秦丹丹

“半份菜”倡议、“光盘”行动、拒绝使用一次性餐
具……近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厉行

节约 反对浪费”行动。这场自上而下的抵制浪
费之风，在让餐桌卸下沉重餐盘的同时，也提

醒我们要去反思：到底是谁在助推“舌尖上
的浪费”。

连日来，本报记者对济宁市城区
餐饮市场进行暗访了解到，中央“八

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虽然
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但铺

张浪费现象仍普遍存在。有
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

餐厅，还有一些公务宴
请“隐身埋名”，宴

请单位则成了一
些酒楼的最大

机密。

“8个人用餐，点这么大一桌
子菜，怎么吃得完，剩下这么多
太可惜了。”29日中午2点左右，
科苑路一家高档饭店的五楼包
厢里，客人已经离去，两位工作
人员正在一包厢里收拾菜桌。桌
上有整盘未动的馒头，也有只动
了几筷子的牛肉火锅，“包间剩
菜很多，有些海参、鲍鱼都原样
摆着。”工作人员说。记者上前数
了数，盛菜的盘子包括火锅一共
有22个。

浪费绝不只局限于公务接
待，酒店里的婚宴中也有不少
食物被浪费。吴泰闸路的一家
酒店喜宴刚结束，记者看到，桌
上层层叠叠放了十几个盘子，
半个肘子、一个整鸡基本未动，
其他菜样也剩了不少，其他十
几桌剩菜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服务员将一盘盘剩菜倒进垃圾

桶，“看着有些心疼，不过剩
菜 太 多 ，也 没 有 办 法 处

理。”对婚宴上没有吃完
的饭菜，服务员也会

建议客人打包带
走 ，但 碍 于 情

面，只有少
数 的 客

人 会
打

包，而打包的也大多只是虾、蟹
等几样高档菜。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通常情
况下，城区大、中型酒店一桌普
通婚宴、会议宴席的就餐人数在
10到12人之间，菜的数量多在18
盘上下。正常人一顿正餐的饮食
摄入量约为600克，而一桌婚宴、
会议宴席的主、副菜加起来大概
有15斤(不包含馒头、面条等主
食)，这样算下来，一桌席要浪费
20%左右，如果考虑到饮酒导致
饮食量减少以及个别饭菜可能
不合饮食者口味的情况，这桌席
的浪费量还会有所增加。

在运河城的一家自助餐厅，
尽管餐厅墙上、餐桌上都有“倡
导节约，文明用餐”“超过150克
罚款”等醒目的温馨提示，但记
者在餐厅里转了一圈看到，很多
客人走后，桌子上留下的一片狼
藉中仍有很多被浪费的食物，有
的桌子上六七个盘子里有一半
的食物没有动。

自助餐浪费严重也是经营
者头疼的问题。“市民来自助餐
就怕吃亏，计算着怎么才能把花
的钱‘吃’回来。”该家自助餐的
负责人解释说，虽然贴着浪费罚
款的告示，却是形同虚设。“自助
餐都是餐前付款，顾客吃晚饭就
离开了。像吃饭时段，服务员根
本顾不过来，一桌一桌的查看不
太现实。”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中
型酒店一般都会善意提醒客
人，点菜要适量，但善意的提醒
似乎难以打动“浪费的心”。

“请人吃饭，总得客气点
吧！吃得光光的，怕别人看不
起。”1月30日晚上8时左右，红
星西路一家酒店的包厢里，胡
女士一边招呼买单，一边叫服
务员将几个剩菜打包。客人已
经离去，餐桌上的菜，还有几
个根本未动。她笑着告诉记

者，晚上请一个客户吃饭，菜
点多了。

“如果是熟人或朋友吃饭，
肯定会适量而行，不够再加。但
如果是请客户或重要的人物，
为了面子，就会先点满桌子，不
管吃不吃得完，看上去显得有
面子。”胡女士说，请客的目的
是为了联络感情或托人办事。

“客人来了，如果只点少量的
菜，显得不大气，一旦客人不高
兴了，请客的钱白花了不说，还

伤了感情，事也办不成了。”
撑台面，讲面子，这是记者

在采访中，听到大家针对为什
么浪费坦然说出的最多一句
话。

同家酒店，赵先生刚刚结
完帐出来，已经微醉的他，面对
记者的采访，显得有点激动。快
过年了，晚上他约了几个同学，
由他做东老师吃个饭。“请老师
喝酒，不多点两菜，显得我混得
也太差了点吧？”

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
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一些
酒店上座率明显下降，不少订单取
消，有些酒店甚至不断收到“退单”电
话。

1月28日11时30分许，记者以某
政府机关的名义预定员工聚餐，一家
酒店的一位接待人员诧异了一下，

“你们这样的单位出来聚餐没有问题
吗？这段时间查得挺紧的！”

“往年我们酒店承担的一些年会
等活动，今年大部分都取消了。”该酒
店一客户经理告诉记者，春节前的这
段时间，是预定年终聚会、宴请的旺
季，不过现在的预定情况并不理想。

“临近春节了，我们酒店包间预
定以家庭聚餐、同学聚会为主，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订单少了很多。”圣
地酒店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 记
者 采 访
的 多 家 星
级饭店中，工
作 人 员 均 表
示 ，自 中 央 倡 导
厉 行 节 约 、反 对 铺
张浪费以来，很多事
业单位例行的年会也纷
纷取消。餐饮生意显然已
经没有往年火爆，有的甚至
有些冷清，节俭之风已经刮进

“嘴”里。具体取消多少订单，上
座率下降多少，工作人员纷纷表
示，“涉及酒店的商业机密，不方便
透露”。

酒店上座率降低，不少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的年终聚会取消。为了
招揽生意，不少酒店给出“安全、保
密”的承诺。

“单位员工聚餐不建议使用宴会
厅。”一家酒店的客户经理指着宴会
厅说，因为宴会厅紧邻二楼楼梯口，
过往的人多也比较扎眼。“建议使用
包间，比较安全。”该经理告诉记者，
除自助餐外，进入包间都有专门的服
务人员引导，并且每个包间都会安排

固定的服务员。
“我们会做好保密工作，你可以

以个人散客的名义预定，只需要填写
个人姓名和联系方式。”运河宾馆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有检查
的过来，预约信息显示的也是个人预
定。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一些负
责公务宴请的工作人员在预约时一
般只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不再告知
单位名称等信息。“我们也不会特意
去打听是哪个单位的。”

包间个人标准较之宴会厅要高
些，在一家星级酒店，包间个人标准
从169元到300多元不等，“268元/人
的，提供海参与牛仔骨，300多提供的
是佛跳墙。”不过该工作人员提出中
肯的建议，一般员工聚餐138元/人的
标准就可以，领导包间预定169元/人
的餐位即可，“169的可以为每位客人
提供一份海参，看着很上档次。”

圣地大厦的接待人员称，包间标
准规格可以具体商量，可以在168元/
位的标准基础上，往上加。“具体加多

少，看顾客的要求。”
酒水的价位从178元每瓶到400

多元不等，“我们酒店比较高档的酒
就是青花瓷，最贵的是400多，”一家
酒店的客户经理介绍说，一般公务宴
会都点178元的白酒和198元的红酒，

“每个包间喝多少，这个不好说，至少
要两瓶吧。”记者采访了解到，济宁城
区目前多数酒店允许自带酒水，不过
每瓶要收服务费，“带一种酒收百分
之十的服务费，白酒、红酒都带要收
酒水服务费百分之二十。”

政府会议、宴请明显减少，酒店
上座率较往年同期都明显下降。

尽管公款吃请之风得到明显遏
制，但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
厅。知情人透露，有些单位的内部餐
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星级酒
店。

都是在济宁工作，部门领导之间
相互都认识，为了避督导检查的“风
头”，个别单位就想起了“暗度陈仓”
的注意，“有些公务接待必须要请，但
是又不能去酒店，只能到一些装修条

件比较好、菜品都还可以的单位内部
餐厅去。”

同时，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面
对“厉行节俭”之风，有些单位和企业
下定决心取消年会。济宁市纪委的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往年的管
理，纪委各单位之间肯定要举办个联
欢会，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但是今
年，领导就说坚决不再举办聚会了，
对于工作突出的表彰也仅仅是发个
文件口头表彰就完事了，也不再花钱
买证书发了。”

延伸阅读>>

婚宴、会议宴、自助餐

仍然为浪费“重灾区”

格市民观点

为了显得有面子 经常点满一桌菜

现状>>

酒店订单减少
甚至出现退单

应对>>

酒店纷纷打出“保密牌”

价格>>

就餐标准依然上不封顶

变化>>

不少宴请转战内部餐厅

▲30日晚，济宁城区一酒店内，顾客走了，餐桌上还有很多菜没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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