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随着急促的鼓点，一群留学生奔跑跳跃，热情

欢脱，他们举着的金龙在空中飞舞。鼓声渐缓，大

家也放慢脚步，金龙有节奏地摆动起来。在学生们

不断变换的动作中，金龙时而升腾，时而盘旋，时

而首尾相接，时而又摆出汉字“中”的图案⋯⋯

这些留学生来自徐州工程学院，是该校舞龙队队

员。在他们的手里，“中国龙”被舞出了“国际范儿”。

来自科摩罗的爱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来中国到现在，我参加了很多比赛和表演，每次

印象都很深刻。”他正在考虑如何把非洲文化、非

洲风格的舞蹈与舞龙相结合，给大家带来一场中

非文化交融的视觉盛宴。

徐 州 工 程 学 院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直 属 党 支 部 书

记、副院长董良峰向记者介绍，2017 年，徐州工程

学院就面向留学生开设了舞龙课程，着力打造来

华留学教育第二课堂。目前的留学生舞龙队队员

分别来自科摩罗、多哥、坦桑尼亚、刚果（布）、安哥

拉、赤道几内亚、也门、贝宁、哈萨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

“舞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

中华儿女特殊的象征和记忆，舞龙向人们展示着奋

发向上、团结互助、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能

强身健体。虽然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

的文化背景，但他们追求的精神是共同的，舞龙课

程就是很好的传播载体。通过舞龙运动，留学生可

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民俗体育厚重的文化内涵，舞龙

运动也为他们的兴趣培养、文化学习搭建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董良峰说。

对留学生们来说，舞龙不仅是一项兴趣爱好，

他们还舞出了高度、舞出了水平，徐州工程学院舞

龙队多次在全国大赛上获得佳绩。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上，徐州

工程学院舞龙队获留学生组自选套路第一名。当

时，来自多哥的队长王千 秋 表 示 ，小 时 候 就 知 道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那就是中国。王千秋很喜

欢中国文化，喜欢舞龙舞狮表演的他，希望在比

赛中舞出“中国范儿”，学成以后，回多哥组建舞

龙舞狮队伍，把中国龙请到家乡去。多哥的阿拉

都也爱这项运动。他说第一次看到别人舞龙就被

深深吸引住了，觉得这项中国传统运动很有意思，

很想加入他们。

逢大赛前一个月都会集训，每天早上 7 点到

下午 4 点要进行高强度的力量、动作幅度、耐力训

练 ，要 一 遍 遍地纠正基本动作，但因为充满了兴

趣，队员们都不觉得苦和累。阿拉都说，想要好成绩

是需要辛苦一点的，但大家互相安慰，彼此鼓励就

好了。“有一次，我们练习‘四人躺腿’，这个动作难

度比较大，结果躺在腿上的 4 个同学卡住了，我们

都哈哈笑，可有意思了，完全忘记了练习的辛苦。”

舞 龙 舞 狮 国

际 级 裁 判 、徐 州

工程学院体育学

院体育综合教研

室 主 任 张 丹 表

示，目前，越来越

多的高校在来华

留学生群体中开

展舞龙运动，丰富校园文化的同时，也对舞龙竞技

体育运动的有效传承、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

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重视传统体育文化

的传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舞龙竞技体育比

赛。下一阶段，徐州工程学院将进一步把舞龙课程

和运动融入校园文化，把舞龙竞技体育做精做强。

舞龙在徐州工程学院蓬勃开展，这项运动不

仅走进了课堂，还走进了大家的生活。“我们不仅

在课上练习舞龙，在生活中也和同学们加强动作

（练习），每次都录下来，看哪里有错赶紧改一改。”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米尔佐说。

每次参加活动或者比赛，米尔佐都会拍个视频

给家人、朋友们看看，他们对舞龙很感兴趣，也很好

奇。“我有个弟弟正在塔吉克斯坦学习中文和舞龙，

他很喜欢中国文化，经常问我舞龙的动作要领。”

“舞龙既是文化传承，也是体育运动。通过实

践来看，我们的留学生舞龙队做得很不错，在跨文

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董良峰说，来华留学教育要担负起培养知

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友人的使命。在留学生教育

中，学校在设置专业课程的同时，也积极打造第二

课堂，更好地传承舞龙运动，让更多留学生有能力

把它介绍到自己的家乡。

董良峰表示，作为《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

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希望紧紧凝聚来自不同国

家、不同文化的留学生，将舞龙进一步与校园文化

相融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向更多留学生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让更多人了解并爱

上这项运动，继而引起他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共鸣和认同。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
把“中国龙”舞出“国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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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国有企
业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带领青年奋勇争
先、建功立业是我们的事业追求，服务青年、
凝聚青年，是我们的工作主线。我们将扎实
推进全面从严治团工作，不断擦亮“青”字品
牌，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和党的事业凝聚最广泛的青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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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我坚信，在党的领
导下，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投身全面深
化县域共青团改革的历史洪流，历经自我革新
洗礼，将甦生一个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
力的共青团，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担时代之
责，做新征程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团结
带领广大青年谱写出更加壮美的青春之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孟加拉国姑娘陶天漂亮聪慧，一个偶然

的机会在中国成了节目主持人，采访介绍了

许多冬奥会冠军和不少冬奥会工程。

没想到，“我在中国看冬奥”的几期视频

节 目 在 境 内 外 播 出 后 取 得 了 相 当 不 错 的 效

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节目的主持

人——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四学生陶天。她表

示，自己很幸运，在节目的拍摄过程中，对中

国和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都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在中国生活的这 4 年多时间里，她对中

国新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增加，用中国俗语

概括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2017 年 10 月 ，陶 天 从 孟 加 拉 国 来 到 北

京，先是在北京理工大学读预科，而后顺利考

入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专 业 本

科，现在读大学四年级。

和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都很简单一

样，在来中国之前，陶天对中国的印象只有几

位中国名人，如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中

国的武打影星成龙，以及一些中国的著名跨

国企业。来到中国之后，陶天才真正开始了解

这个曾让她感到有一些神秘的东方古国，她

看到了这个国家让人惊叹的发展成就，也感

受到很多中国人的热情。

从 去 年 9 月 开 始 ，陶 天 作 为《中 国 青 年

报》“我在中国看冬奥”节目的外籍主持人，造

访了北京的首钢园、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采访了从

炼钢工人转型为制冰师的刘博强、有着滑雪

公主之称的滑雪世界冠军李妮娜、退役后继续从事花滑推

广工作的双人滑世界冠军庞清/佟健。整个采访拍摄过程的

所看、所听，让陶天感受到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在各自领域不

断追求梦想的勇气与执着，感受到他们无论是外表还是内

心都散发出的让人感动的热情。

在“我在中国看冬奥”节目的拍摄过程中，陶天也曾在

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体验了一下滑冰。陶天说，自己的祖

国孟加拉国没有冰雪，但她最喜欢看短道速滑比赛。来到中

国之后，她上过两次冰，未来，她还准备在中国学会滑雪。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陶天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

就是完成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陶天说自己将在首钢滑

雪大跳台的场馆媒体中心工作。对于报名成为北京冬奥会

志愿者的原因，陶天表示，除了因为自己喜欢冰雪运动，也因

为她很想体验一下参与冬

奥会这样大型活动的组织

工作的感受，“从小只在电

视里看到过这么大的活动，

我很想参与一次”。

在 中 国 这 几 年 ，让 陶

天了解了中国，收获满满。

这更让她相信，来中国留

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几

年前，当她决定来中国时，

很多人问她：“为什么去中

国？”如今，陶天已经有了

最好的回答：“为什么不来

中国？”

孟加拉国留学生

：我在中国看冬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 飏
记者 先藕洁

周末聚会打包的 3 盒剩菜、已经过期 4 个月的

大半箱牛奶、开封后受潮的早餐麦片、趁活动囤下

的过量咖啡⋯⋯临近春节，90 后小雪给家里囤积

的食品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不扫不知道，一扫吓

一跳”，一下清理出了满满 3 大箱的过期、腐烂、变

质食品。

“囤货一时爽，扔时心疼钱，但完全没意识到

这也是在浪费食物。”小雪说，大量囤货可以带给

她安全感，像这样大体量的废弃食品清理，她每年

至少要进行两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在街采中发现，同小

雪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冲动消费、爱囤货，过生日脸上涂满蛋糕玩

闹，甚至情绪崩溃胡吃海塞⋯⋯哪些年轻人看似

不经意的行为，会成为严重食品浪费的诱因？而盲

盒诱导消费、大胃王直播等行为，是否会踩到反食

品浪费法的红线？年轻人应树立怎样的节粮意识？

日前，记者就此对年轻人进行街采，并邀请专家学

者进行解读。

“蛋糕大战”打出了“食品浪费”

1 月 19 日零点刚过，00 后小伙梓榆在社交平

台发布了一张满脸蛋糕的照片，并配文：“蛋糕上

头，鸿运当头”。梓榆说，原本只是每人抹一点，意

思一下，玩着玩着就成了蛋糕大战，“两个蛋糕都

没怎么吃，全拿来抹了，大家都很开心”。

“这样也算食品浪费？很多小伙伴过生日时都

互相抹蛋糕玩儿。”梓榆一脸不解。

“不知道”“不太了解”“这个还真不清楚”⋯⋯

问起是否知道反食品浪费法，不少年轻人直摇头。

记者在街采中发现，反食品浪费法施行 8 个多月

来，年轻人对这部法律知之甚少。但对其出台表示

赞赏，“这给了制止食品浪费行为一个明确的风向

标，会有助于引导‘新食尚’”。

“反食品浪费法是我国首次针对食品浪费出台

的专项立法，为全社会和公民确立了食品消费的基本

行为准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评价。

“凡是以不合理的方式导致食品数量减少或

质量下降都是食品浪费行为。”刘俊海提醒年轻消

费者，过度囤货导致商品过期、心情不好暴饮暴

食、生日会上的蛋糕大战等行为都属于食品浪费，

处理不当，将会触碰法律红线。

00 后在校学生吴昊直言，在学校食堂，学生

浪费食物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由于食堂饭菜价

格便宜，一些同学有时每样都尝尝，“剩了就剩了，

大都直接倒掉，这种情况在校园里比较普遍”。

90 后女孩婷婷有些惭愧地说，请朋友吃饭，

很少打包，就算打包，拿回去也未必吃，“打包就图

个心理安慰吧”。

一段时间以来，95 后青年小泽热衷观看大胃

王“吃播”视频，“看着他们吃东西比较有食欲，自己的

食量都跟着起来了”。但其中“假吃、催吐”等内容令他

感到难以忍受，“太浪费食物了，也不诚信”。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办 公 厅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禁止

制作发布传播“大胃王”音视频，把此前道德层面

的软约束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硬手段，以严厉打击

浪费行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

示，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 93克，大

型聚会浪费高达38％，是食物浪费的“重灾区”。

某餐饮从业者小刘告诉记者，日常厨余垃圾

中有三分之二是剩饭剩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

力去处理，“我们在点餐时会尽量提醒消费者，避

免产生食物浪费。对于剩余饭菜，有顾客会因‘嫌

麻烦、碍面子’等原因，不愿意打包带走”。

盲盒等诱导超量消费行为涉嫌违法

近日，肯德基与盲盒销售商泡泡玛特联合推

出一款名为“DIMOO”的联名款盲盒套餐，引发不

少年轻消费者疯狂抢购。根据这款盲盒套餐的销售

规则，要想集齐整套玩偶，消费者至少需要购买 6
份套餐，而其中稀有隐藏款出现的概率仅为 1∶72。

为此，有年轻人不惜斥资上万元，一次性购买

百余份套餐；还有消费者为“求娃”而购买“代吃”

服务，雇人代买代吃套餐而获得盲盒，以至于将吃

不完的食物直接丢弃。

“本次盲盒事件与 2021 年 4 月的‘倒奶事件’

异曲同工，都是一种畸形消费现象，应大力抵制。”

刘俊海指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广告虚假

宣传，或通过盲盒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大量购买超

出自身需求的食品，都属于违法行为。”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其中明确规定，餐饮服务

经营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

的，最高可处 1 万元罚款。

“再买 8 元可减 5 元；已减 5 元，再买 11 元可再

减 7 元⋯⋯”街采中，95 后青年薛鹏对这样的“连

环”销售很反感，一般情况下，一份单人餐外卖就

足够填饱肚子，但在“去结算”的路上，他经常收到

“去凑单”提醒，原本 29 元就能解决的一顿午饭，

最终花费 37.9 元。

记者搜索发现，用凑单满减、津贴随机减、满额免

配送费等优惠吸引消费者超额消费的手段，在外卖行

业已是常规操作。在商家的诱导机制下，消费者往往会

选择凑单享受更优价格。“收到外卖后，经常会发现点

多了，要么硬着头皮吃下，要么就只能扔了。”薛鹏说。

针对外卖平台诱导超量点餐的行为，《北京市反

食品浪费规定》明确规定，餐饮外卖平台不得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不得采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等方式诱导、欺骗消费者超量点餐。

“食品”也可以有联合“银行”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反食品浪费既是美

德，也是智慧，更是责任义务。”刘俊海表示，反食品

浪费需要社会各界凝聚共识，“企业应发挥第一责任

人的作用，对消费者的冲动行为提供善意警示和温

馨提示，消费者应认真评估自身消费需求，避免过度

消费。同时，监管部门对一些食品浪费较严重的企事

业单位、机关食堂，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避免出现

监管死角和盲区”。

刘俊海指出，一些餐饮企业为吸引用户，推出每

日鲜服务，瓜果蔬菜不隔夜，牛奶面包当天产当天

销，闭店时没有卖完的统统丢弃。“这是极大的食品

浪费，应高度重视。”

刘俊海建议，监管部门、社会公益组织、食品生

产销售企业等可联合打造“食品银行”，打通反食品

浪费“最后一公里”。对于符合安全标准的微瑕食品、

临期产品可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弱势群体及有需要

的个人，打造 24 小时全天候的跨市场、跨地域、跨产

业的反食品浪费合作平台。

街采中，不少年轻人理性地给出了食品浪费的

破解之道。吴昊认为，餐饮企业应适当推出“小份菜”

“女生份”“半例”等规格以满足不同消费者选择。“建

议鼓励消费者打包。”小泽说。95 后的佳佳则提出，可

以把剩饭剩菜交由统一的机构提供给流浪小动物，

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爱。

“反对食品浪费虽然已形成社会共识并见到成

效，但浪费现象依然惊人。反对粮食浪费宣传教育迫

在眉睫。”1 月 22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两会上，内蒙古

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张占

忠提出，要加大力度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宣传教育。

“ 谁 知 盘 中 餐 ，粒 粒 皆 辛

苦”。张占忠说，要让节约粮食宣

传 教 育 日 常 化 ，进 课 堂 课 本 ，进

企 业 工 厂 ，进 千 家 万 户 ，让 反 对

粮食浪费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

让 遵 守 反 食 品 浪 费 法 成 为 社 会

行为准则。

过年欢聚，蛋糕大战悠着点
年轻人，别踩上反食品浪费法红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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