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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焖大虾、肉末茄子、西蓝花，

再加上一碗米饭，在闵行区莘庄
镇春申邻里中心，顾老伯端着餐盘

找了个座位坐下，15分钟后，?剩
虾壳留在盘子里，其他菜他都吃

完了。
悦管家创始人兼 CEO李尉透

露，去年公司先后在闵行区莘庄镇

春申邻里中心和普陀区长征镇梅
川片区开设了两家社区食堂，首度

引入“互联网+”思维，将消费者
餐饮数据、生产链预订数据与现场

加工数据精准匹配，减少行业浪费
现象。这一模式也在不断复制推

广，今天开业的闵行区江川街道机

电片区社区食堂就是第三家智慧

食堂。
“传统食堂每天做什么菜、出

多少量，都是靠负责人预估，如果
做得不合消费者的口味，就很容易

出现剩菜。利用大数据打造的智慧
食堂，会记录下每一个消费者的点

单情况，用大数据分析他们的口

味，然后制定每天的菜品和菜量。”
李尉说，比如每次食堂推出清炒鸡

毛菜的时候，小李都会点一份，那
么他的个人数据库里，就会把鸡毛

菜列为喜欢吃的菜，下一次出菜单
时，和小李一样喜欢鸡毛菜的消费

者有 100 人，食堂就会做出 100

份。“如果没有按需配菜，做出了

130份，那么没人点的 30份就等
于浪费了。”

通过大数据分析每一个用户

的口味，形成“看人配菜”的综合配

菜方案。菜肴合口味了，自然不会
被剩下。“人均一餐的摄入量是

600?到 800?，如果一个人倒掉
150?，一个 500人的食堂就会出

现 75公斤、相当于满满三大桶的
泔水，而在智慧食堂大约?有三分

之一。”

此外，智慧食堂还开始优化菜
品量，倡导“按需就餐”。“比如一份

虾标配是 8?，现在我们增加了 6

?、4?的选择；一份红烧肉标配

是 120?，现在也有 75?、90?
的不同选择。这个举措很受欢迎。”

李尉说，根据不同地区的社区食堂
及不同人群的消费习惯，提供不同

的餐饮量选择，能够帮助消费者养
成按需就餐的良好习惯。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

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氛
围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海市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昨天下发《关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

节约习惯”专项工作的通知》。通知
要求：

一、加强宣传引导，迅速在全市
形成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
围。 持续开展国情市情、中华美德、
优良传统等教育，广泛传播“爱惜粮

食”“健康生活”“科学用餐”等观念，
进餐厅、进社区、进村镇、进单位、进

校园、进家庭，引导全社会提高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意识，养成

爱惜粮食、文明餐饮习惯，践行绿色
低碳、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使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成为广泛共识。持续开
展主题宣传，大力弘扬文明节俭社

会风尚，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提升市民支持率和参与率。注重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职能
优势，面向不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

的宣传引导工作。
二、注重落实落细，推动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成为自觉
行动。 在餐饮行业、餐饮单位，以及

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企事
业单位食堂大力推行适度点餐取

餐，深入开展“光盘行动”，并将之作

为餐厨垃圾源头减量、深入推进垃
圾分类的一项重要举措。推动餐饮

企业通过在菜单上标明食材份量，

在套餐上注明建议消费人数，提供
“半份菜”“小份菜”点餐服务等，有

效引导顾客适度合理点餐。鼓励餐
饮企业通过积分奖励、停车优惠及

其他创新方式对餐饮不浪费行为给
予奖励。旅行社在安排团队用餐时，

要主动提醒游客适量取餐、杜绝浪

费。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单位食
堂、社会餐厅、家庭餐桌等场合时时

处处践行“光盘行动”，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学校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

育实践活动，引导促进青少年养成
节约粮食习惯。

三、 强化监管监督， 坚决遏制
“舌尖上的浪费”。 建立关于餐饮浪
费行为的举报投诉、专项检查等制

度机制，重点加强对商务宴请、婚

丧嫁娶红白事等餐饮浪费行为的
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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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整治“舌尖上

的浪费”。加大对网络平台订餐、网
络吃播等行为中餐饮浪费现象的

监测管理力度。依托媒体、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市民巡访团等各种
社会力量开展监督，及时劝导制止

攀比摆阔、奢靡浪费等不良风气，
对陋习不改、造成餐饮浪费严重的

现象予以批评曝光。
四、结合文明创建，推动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蔚然成
风。 把专项工作有机融入各类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突出勤俭节
约要求，强化测评导向，推动各级文

明城区、文明社区、文明镇、文明小

区、文明村、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

明校园、文明家庭等切实发挥示范
表率作用。将制止餐饮浪费作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重
要内容，依托阵地网络，广泛开展专

题宣讲、志愿服务，当好文明节俭风
尚的宣传者、践行者、引领者。结合

培育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时

代好少年、最美人物等，及时总结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的成

功经验和做法，发掘先进人物和感
人事迹，让勤俭戒奢学有榜样、行有

示范。

五、立足抓长抓常，健全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长效
机制。 指导推动相关部门、行业协
会将“光盘行动”等要求纳入文明

餐厅、放心餐厅、绿色餐厅评选指
标体系。探索设立餐饮企业“红黑

榜”名单。强化旅游饭店星级评定

标准中反对餐饮浪费的相关要求。
创新探索餐饮企业绿色积分活动，

结合单位生活垃圾收费，对绿色积
分靠前、取得突出成效的餐饮单位

采取鼓励性减收措施。支持餐饮企
业发展中央厨房、集约化配送中心

等，实现管理提升，降低生产成本，

避免食材浪费。将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等内容纳入市民公约、乡规

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等社会
规范中，引领广大市民形成良好行

为规范。在提炼、固化本市健康餐
饮的经验做法基础上，适时出台反

对餐饮浪费的工作意见，形成规范
性文件，推动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
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专项工作
的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切实形成工作合
力，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据悉，市文明办已会同市
商务委等相关单位研究制定《上海

市“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切实培养节
约习惯”专项工作方案》。市文明办

负责同志指出，落实此专项工作，重
在突出问题导向，将工作重心聚焦

在各类餐饮企业以及商务宴请、婚
丧嫁娶等红白喜事；重在突出重点

人群，注重发挥党政机关、党政干
部、公众人物和各类精神文明创建

主体的示范作用；重在突出机制建

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进
的整体合力。

上海深入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专项工作

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五个要求

■ 加强宣传引导，迅速在全市形成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
■ 注重落实落细，推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成为自觉行动
■ 强化监管监督，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 结合文明创建，推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蔚然成风
■ 立足抓长抓常，健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长效机制

落实重点

重在突出问题导向，将工作重心聚焦在各类餐饮企业以及商务宴请、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
重在突出重点人群，注重发挥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公众人物和各类精神文明创建主体的示范

作用；
重在突出机制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进的整体合力。

智慧食堂用大数据“看人配菜”

    餐宴合理消费、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如今已成为广大市民自觉参
与倡导“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的一

种风尚。

图为昨天在徐汇滨江一家饭

店， 顾客将聚餐剩下的饭菜一一装
盒打包，准备带回家食用

杨建正 摄影报道

餐宴剩菜打包带回家

    最近，一场治理“舌尖上的浪

费”的大行动正在全国展开。 上海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昨天下发

通知，深入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培养节约习惯”专项工作，推动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
成为自觉行动。 这是非常及时的。

小小的餐盘，可以照见一个人的素

质；而无数张餐桌，也折射出一座
城市的文明程度。

人们常说，吃饭最能看出一个
人的教养。 无论是在饭店、食堂等

公共场所用餐， 还是在家中吃饭，

都是如此。 而这种教养，来自从小

的家庭熏陶。 以前，许多家庭在用

餐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包括
卫生、礼仪、举止、吃相，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不能剩饭”，孩子碗
中哪怕只剩下几粒米，大人也会投

来严厉的目光。 而这种教育，与家

庭是否富裕无关，体现的是对食物
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

然而， 或许是物质条件优越
了，现在对孩子强调“不能剩饭”的

家庭已经不多了。 在中小学的食

堂，因为不合口味，剩饭剩菜堆成
小山；在自助餐厅，常常可以看到

拿了一盘盘根本吃不完的食物的
孩子， 而家长在旁边笑嘻嘻地看

着。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就是
舌尖上的浪费者。

餐桌上的情状，也往往可以看

出一个地方的特点。在不少发达国
家， 人们在饭店吃饭都适量点餐，

吃不完的打包带走，十分自然。 但

在我国一些地方， 尽管并不富裕，

请客吃饭菜肴之丰， 令人咂舌，桌
上餐盘层层叠叠，剩下的比吃掉的

还多，好像不如此不能显示待客热
情。 其实，餐饮浪费与文明程度成

反比。 懂得珍惜，恰恰是现代消费
文明的标志。

禁止浪费，绝不是反对消费。

我们身处物质丰富、 科技发达的

时代，本地时鲜、各地特产、全球

美食， 轻点手机应有尽有； 老字
号、网红店、米其林餐厅，让人们

尽享舌尖上的快乐。 自古以来，美
食也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 享受美食，也是美好生活的重

要内容。 然而，对任何物质产品，

包括美食，我们都应取之有度，懂
得珍惜，找到现代消费文明的“黄

金平衡点”。

在打造文明餐桌、寻找现代消

费文明“黄金平衡点”方面，上海理
应走在全国的前列。

餐盘照见文明素质
邵 宁

惜食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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