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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号召人们珍惜粮食、对餐饮

浪费行为说不的“光盘行动”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在新浪微博上，以“光盘行动”为标

签的各类话题总阅读量达到 5.9 亿次。

和过去一些人请客吃饭时把故意多点

菜、排场要到位视为“有面儿”不同，现在年

轻一代的餐桌文化和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

很大改变——“饭局”不见得是享受，“摆

阔”也不再是光荣。这届青年纷纷加入“光

盘行动”的新浪潮，在网上晒出自己的“战

绩”，分享自己用餐完毕的空盘子照片和视

频。对他们来说，节约粮食、拒绝浪费才是

新的“有面儿”。

节约粮食、拒绝浪费正成
为一种新浪潮

8 月 15 日，记者走进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粤菜餐厅，一进门就

看到倡导“光盘行动”的海报，每张餐桌旁

也都张贴着“节约粮食”“使用公筷”的标

语。

在这家餐厅里就餐的多为年轻人，记

者看到大厅里的每桌饭菜都所剩无几。只

有一对年轻情侣点了 6 盘菜，桌上剩菜比

较多，他们告诉记者自己的饭量比较大，觉

得粤菜分量少就多点了一些，吃不完的青

菜、烧鹅会打包带走。

在餐饮行业工作了 10 多年的刘女士

观察到，“近两年大家都不浪费了，很多人

吃不完都会主动打包”。张女士粗略计算，

餐厅每天的厨余垃圾只有半桶，里面基本

都是骨头、果皮等，餐桌浪费的现象比前几

年改善了许多。

“我以前觉得打包剩菜很丢人。”今年

27 岁的呼和浩特姑娘张佳回忆，几年前她

和父母一起出去吃饭，父母总会点一大桌

子菜，有的菜几乎没动过也不打包，“感

觉吃饭是为了面子”。但现在张佳和朋友

出去吃饭，单纯是为了享受美食，出门前

会 提 前 做 好 攻 略 ， 点 餐 时 适 量 点 些 招 牌

菜，“剩得多的菜一定会打包，留着第二

天热热吃”。

据统计，厨余垃圾在我国生活垃圾中

占比高达 70%到 85%，北京市民窦婉家也

不 例 外 ，她 家 中 60%以 上 都 是 厨 余 垃 圾 。

2019 年开始 ，窦婉尝试用厨余垃圾堆肥 。

她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首先把可用于

堆肥的厨余垃圾，比如主食、西瓜皮、果壳

等挑出来，然后把这些垃圾倒入堆肥桶，一

层 10 厘米左右厚的厨余垃圾、覆盖一层树

叶、一层泥土，最后把盖子盖严实。今年 8
月，窦婉测算出在过去 16 个月里，共计堆

肥 281 公斤。

合理采购、科学存储、按需做饭，窦婉

分享她摸索出来的“节约经”。她认为刚开

始很难做到“零垃圾”，因此建议尽量提前

做好规划，避免不必要的采购。

居住在北京的环保人士塔拉原本从事

艺术设计行业，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她五

谷不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了有机农

业，发现原来粮食、蔬菜生产的过程如此不

易。她开始有计划地采购食物、科学储存食

物、进行厨余垃圾堆肥，学习“全食物”的制

作方式，尽量不浪费任何食材。

在塔拉看来，餐桌浪费、消费主义盛行

与年轻人缺乏对食物的直观认知有关。如

今，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从消费端而不是生

产端接触到食物，难以对“谁知盘中餐，

粒 粒 皆 辛 苦 ” 感 同 身 受 。 因 此 ， 她 做 了

“市集绿主张”的环保项目，提出“举手

之劳做环保”的口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

布 《做饭不浪费全攻略》《实用家庭厨余

堆肥宝典》 等文章，还组织大家到有机农

田种地体验。

在塔拉的影响下，身边的很多朋友都

慢慢养成了节约环保的习惯。她发起成立

的“ 家 庭 厨 余 堆 肥 社 群 ” 有 1100 多 人 参

与 。她 的 丈 夫 原 来 爱 点 外 卖 ，不 吃 剩 菜 剩

饭，在她的影响下，也会自己带饭到单位，

尽量减少外食。“我明显感受到拒绝浪费正

在成为一种新浪潮。”塔拉说。

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塔拉

一样，加入到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行列中

来。据媒体报道，“光盘打卡”创始人柳济琛

透 露 ，目 前“ 光 盘 打 卡 ”小 程 序 用 户 超 过

100 万人，月活跃用户有 20 万人左右。

今年 4 月，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和中华

环 保 基 金 会 等 单 位 发 起 的“2020 重 启 从

光盘做起”活动，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1.1
亿，覆盖上千所高校。活动期间累计光盘打

卡次数超过 100 万，据估算，相当于减少食

物浪费 55 吨、减少碳排放 196 吨。

拒绝餐桌浪费，年轻人有妙招

在 90 后上海高校教师江珊看来，当代

大学生整体上很少有餐饮浪费的行为，只

会在菜品不合口味时偶尔发生。“浪费食物

很可惜，毕竟全球范围内粮食资源紧缺。我

会建议他们尽量吃完，或者不要点得太多，

以免发生浪费现象”。

在和大学生相处时，江珊发现当代年

轻人的餐饮习惯和上一代人有所不同。首

先 ，饮 食 习 惯 更 注 重 健 康 和 用 餐 体 验 ；其

次，他们很少像某些长辈那样，为了面子故

意铺张浪费。“大家都觉得没必要的饭局可

以少一些，尤其讨厌那种劝酒饭局。另外，

年轻人聚餐付账习惯 AA 制，我觉得这也

是很不错、很理智的行为”。

上海市进才中学高三学生王曦平告诉

记者，她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亲人、同学都

有比较强的“光盘”意识。但在婚宴等场合，

点菜过多、无人打包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

的浪费相当可观。她认为，“面子问题”是导

致食物浪费的一大根源。

怎样避免餐饮浪费，王曦平有自己的

想法。首先，无论在食堂就餐还是点外卖，最

好做到“吃多少点多少”；其次，她和朋友聚餐

时，如果有剩余，会玩“谁输了谁吃一口菜”的

小游戏，在不浪费食物的同时，也能享受到

团建的乐趣。此外，她发现学校食堂会把其

他菜品中没用完的年糕、番茄等食材放在麻

辣烫窗口供同学选择，是个不错的办法。

上海姑娘江珊是朋友心目中的“美食

家”，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出门旅行，美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主 题 。她 认 为 ，真 的 热 爱 美

食，就必须尊重食物。对于餐厅如何减少浪

费，她给出不少建议：有些餐厅的菜单上会

标注每份食物的克数，让食客在点餐时心

里 有 数 ，避 免 点 得 太 多 ，这 个 做 法 值 得 推

广。此外，餐厅可以完善打包服务，在菜单

上写清楚回去以后怎样加热。如果顾客在

店里把食物全部吃完的话，商家可以奖励

这种行为，比如送一些代金券之类的。

几年前出国留学时，江珊经常自己做

饭，在购买、存储、烹饪食物方面，也有不少

妙招。例如，去超市、生鲜平台买菜时，选择

一人份的食材，或者预处理过的半成品。如

果只能买到大分量的食材，可以先分开处

理成小包装，放在冰箱储存。

事实上，年轻人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

多避免餐饮浪费的方法。在豆瓣最大的讨

论组“下厨房”小组，有 100 多万网友交流

制作美食的心得，如何避免浪费食物，也是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

记者看到，“奶粉太难吃，怎么消耗”的

话题下面有几十条回复：可以加巧克力粉、

可可粉泡巧克力牛奶，也可以泡咖啡；如果

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做成溶豆；做双皮

奶、蛋糕，适当增加奶粉的比例，等等。在另

一个话题“求助：黄豆酱怎么消耗？”下面，

网友也纷纷支招：土豆炖豆角可以放点，还

可以做鸡蛋酱；炖牛肉、红烧鱼也可以放；

做黄焖鸡、焖茄子都用得着。

改进就餐环境，“光盘”更顺利

2013 年 ，有 公 益 人 士 发 起 了 以“ 餐 厅

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为宗旨

的“光盘行动”。随着“光盘行动”的推广，

全 国 各 地 许 多 单 位 和 学 校 食 堂 通 过 改 进

就餐环境和餐食供给方式 ，让“舌尖上的

浪费”现象逐步减少。

上 海 市 进 才 中 学 食 堂 经 理 曹 辉 从 事

餐饮行业 10 余年，负责过上海多所中学食

堂运营 。他告诉记者 ，进才中学是寄宿制

学校 ，为确保安全 ，学生一日三餐都在学

校食堂吃 。几年前 ，食堂里浪费现象时有

发生。2018 年，食堂将 14 个套餐窗口中的

13 个都改成了点餐制，学生可以避开或者

少点自己不爱吃的菜品；在调研学生需求

的基础上 ，食堂开始提供石锅拌饭、米线

等受欢迎的特色餐食，减少了浪费。此外，

食堂制作了不少提醒“光盘”的宣传标语，

学 生 会 的 同 学 也 自 发 宣 传 节 约 粮 食 的 好

习惯，收效明显。

复 旦 大 学 总 务 处 餐 饮 办 负 责 人 王 珏

介绍说，近年来学校后勤部门在减少餐饮

浪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比如，进行“光盘行动”宣教活动；在调

研基础上更新菜品设计，师生爱吃，浪费就

少；不断改进生产加工环节，在确保食材质

量的基础上降低厨余损耗；运用大数据合

理规划采购量，推出菜肴的种类和数量也

根据师生不同时段的就餐规模实时安排。

王珏说，复旦大学每年都举办学生“后

勤体验岗”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物业、绿

化、食堂等后勤岗位体验一天劳动，用亲身

感受传递尊重劳动、节约粮食的理念。2018
级微电子学院学生单博远曾参加过五六次

后勤体验活动。过去，单博远也曾因为没时

间或胃口不好没吃完饭菜，但没有多想便

倒掉了。体验活动中，他看到饭菜被倒进垃

圾桶，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之后，他逐步养

成了就餐时宁可少要一点，也尽可能不浪

费的习惯。他的室友和朋友听说他的经历，

也很少浪费食物了。

单博远认为，一些年轻人浪费食物主

要是因为“认识不够”，建议大学食堂提高

宣传力度，多开展一些有关节约粮食的活

动。比如引导大学生参与食堂劳动，自己做

饭给别人吃，“我觉得谁都不希望自己做的

饭被浪费”。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孙兆阳认为，部分 50 后、60 后因为体会

过贫穷落后到繁荣富裕的过程，出于补偿

心理而追求享受；也有的为显示财力，出于

虚荣心而铺张浪费，尤其表现在商务宴请、

公款吃喝、会议活动、婚丧嫁娶等场合，这

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浪费。成长于物质丰

富年代的青年很少有补偿消费的心态，他

们随着互联网成长，对新鲜事物保持旺盛

的 好 奇 心 ，在 餐 饮 文 化 上 喜 欢 新 奇 、 炫

酷，口味变化大，容易接受新的食材和口

味，也容易受外在信息影响。

在孙兆阳看来，当代青年没有经历过

食物短缺或贫乏的年代，对饿肚子没什么

感受，在餐饮习惯上会按照自小养成的习

惯行事。少数年轻人挑食、浪费不是有意

为 之 ， 而 是 因 为 他 们 在 成 长 中 接 受 的 教

育。引导青少年节约粮食、拒接浪费，要

采取生动、鲜活的表达方式对他们开展珍

惜食物的教育，而不是高高在上、陈词滥

调、古板刻薄的说教；此外，在用餐时简

单地限定饮食数量，也是一种办法，建议餐

馆、食堂通过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菜品和菜

量选择，鼓励青年人按需用餐，养成“光盘”

习惯。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佳为化名）

这届青年：餐桌不浪费才“有面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谢吕容

每天，广西南宁市产生的 450 吨餐厨

垃圾会被运到位于相思湖新区的广西蓝德

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

蓝 德 公 司 ”）， 经 过 渣 水 分 离 、 油 水 分

离、厌氧发酵、锅炉加热、生化处理等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工序，变成发电沼

气及柴油机油等。

8 月 18 日 10 时 40 分，收运司机梁敬

章开着收运车驶入公司进行地磅称重，随

后熟练地把它们送进预选车间。两个小时

前 ， 他 驱 车 前 往 南 宁 市 各 大 中 小 学 的 食

堂，不一会儿工夫，餐厨垃圾车就像“大

胃王”，“吃”下足足 7 吨垃圾。

除此之外，每天从南宁市各大酒店、

餐厅、机关单位、学校食堂等地搜集来的

餐厨垃圾也会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这家

公司每天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占到整

个南宁市处理量的近三分之二。

收运司机李振辉，6 年来将南宁市各

区大大小小餐厅跑了个遍。8 月 18 日 7 时

50 分，他从公司出发，前往青秀区搜集

餐厨垃圾。喜人的是，自 8 月 14 日以来，

每天各餐馆的餐厨垃圾明显变少了，这让

他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平常去收的话，一辆收运车跑一趟

一般能拉回来 7 吨半，今天早上只收到 6 吨

多一点。以前一天有 15 吨，现在一天 12 吨

左右。像一些餐厅，往常一天会产生两桶餐

饮垃圾，现在一般是一桶半。”李振辉说，市

民消费观念和用餐习惯的转变是餐厨垃圾

减少的重要原因，他进入餐厅厨房搬运餐

厨垃圾时，时常会听到客人向服务员要求

打包饭菜。

李振辉告诉记者，餐饮浪费现象的减

少同样体现在餐厨垃圾的总体回收量上，

“今年七八月相比去年同期，总量下降很明

显。8 月 14 日以前，一天有 430 吨-450 吨左

右，现在是 390 吨左右，下降了几十吨。”

收运司机将餐厨垃圾车的车厢抬起，

向后翻仰，7 吨餐厨垃圾在重力的作用下

掉进垃圾处理车间的预处理卸料斗，迎接

它们的是分选制浆装置。经过分离器，各

类混进来的杂物被层层筛选出来，最先脱

离队伍的是塑料袋、筷子等少量轻物质，

它们将被运送填埋厂卫生填埋。

除去轻物质后的餐厨垃圾拥有了另一

个名字——“生料”。这些生料被送到一

个名为螺压机的大装置里。螺压机会像榨

汁机一样，将生料中的水和渣料分离，每天

产生 14 吨左右的渣料。这些渣料被运往养

殖厂，成为昆虫的优质有机肥料，虫子长大

后是养鸡场和养殖户的优质饲料。而“水”，

则经过进一步深加工实现油水分离，即“提

油”。油脂进入油脂深加工车间，其他水渣

物 料 和 收 集 回 来 的 地 沟 油 一 起 被 高 温 加

热，加热后的残渣一同进入厌氧罐发酵产

生沼气发电，一天发电量达 3 万度，不仅能

供厂区生产用电，余电还可以售卖给市政

电网，走向千家万户。至此，这些餐厨垃

圾经过层层处理后最终完成使命。

南宁市是全国首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 33 个试点城市之

一，由特许经营方广西蓝德公司负责收运

处置餐厨垃圾。截至今年 7 月，跟这家公

司签订收运协议并纳入餐厨废弃物统一收

运体系的单位近 7000 家，餐厨垃圾废弃

物累计处理量 43.3 万吨，地沟油累计处理

量 1.35 万吨，沼气发电累计发电量 839.82
万度。

餐厨垃圾处理也是观察一个城市餐饮

浪费现象的一个窗口。广西蓝德公司总经

理助理余秋橦，进入这家公司已 5 年。他

曾 跟 着 收 运 师 傅 一 起 到 酒 店 搬 运 餐 厨 垃

圾，他还记得那天是节庆，刚好遇到有人

张罗了几十桌酒席，就餐结束后，他们搬

运了整整 8 桶的餐厨垃圾。

“太可惜了。”余秋橦说，大多数餐馆

的餐厨垃圾主要由顾客吃剩的饭菜组成，

也有部分是厨房剩余或过期的配菜。

随着南宁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服

务业加速发展，餐饮行业也在不断变化，

余秋橦介绍，“南宁市人口基数大，餐厨

经营单位体量大，根据 2014 年～2020 年 4
月 数 据 分 析 ， 平 均 一 家 餐 饮 单 位 能 收 集

28kg-40kg 左右的餐厨垃圾，掌握在经营

的餐饮单位数量，基本可以测算出南宁市

产生餐厨垃圾保有量。”

余秋橦表示，餐厨垃圾的多少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酒店的自助早餐，虽

然会根据客人入住情况来预估提供量，但

为了给就餐者更多的选择，数量、种类越

多越丰富越好，因此，人少量多就会造成

一定的浪费。此外，时间上，节庆日期间

各类酒席浪费现象也较为严重，点餐多、

吃不完、不带走成为浪费缘由。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

行 为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 各 行 业 通 过 广 泛 宣

传，引导市民和餐饮 企 业“ 厉 行 节 约 、杜

绝 浪 费 ”后 ，余 秋 橦 对 餐 厨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和 无 害 化 处 理 的 前 景 更 有 信 心 了 。

他 认 为 ，公 司 属 于 终 端 处 理 ，随 着 全 社 会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原 来 这 些 回 收 点 的 餐 厨

垃 圾 的 收 运 量 会 有 一 定 的 降 幅，但是公

司会继续扩大收运覆盖面，将更多的餐厨

垃圾产生单位纳入统一收运服务范围，更

加规范餐厨垃圾管理，贯穿前中后的所有

环节。

他们这样将餐厨垃圾变废为宝

□ 孙庆玲

学历和职业总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然 后 按 照“ 门 当 户 对 ”的 原 则 被 相 应 匹

配。所以当听说某名校毕业生去送外卖、

做网红时，有人惊讶，有人替他们不值，

还有人觉得他们浪费教育资源，不然这

也不至于成为“新闻”，甚至一度被刷屏。

在很多人眼中，名校毕业的社会“精

英”们应当从事一份光鲜，至少体面的工

作。就职于某大型国企或知名公司，出入

高 端 写 字 楼 ，端 着 咖 啡 ，拿 着 不 菲 的 薪

水；再或成为国家行政单位中的一员，可

以预见一个“安稳”的未来⋯⋯青年人进

入社会后，会被周遭的人像投资项目般

被审视，用“估值”被定义，而职业则成为

对一个人进行“估值”的重要依据，也通

常被看作了解一个人的最直接方式。

就像印在名片上的，除了姓名、联系

方式，便是职业，而非你的兴趣、喜好或

人品如何。因为职业中已包含很多隐形

信息，比如薪酬、社会地位，这些才是社

会最想了解的，甚至一个人的能力界限、

发展前景也就此被“一锤定音”。这也就

不奇怪，为何很多人把职业看得很重，甚

至从孩子幼儿园时期就开始进行“军备

竞赛”，希望下一代能在各个学段脱颖而

出，冲出重围，冲进名校，选择一个就业

前景好的专业，最终的目标是选择一份

好工作，成为“人上人”。

但近日热文《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

去送外卖》的主人公张根，没按照这种既

定路线走下去——因还有很多想不清楚

的问题，他跳出写字楼的格子间，一来二

去，就骑上小电驴去送了外卖，像是一个

被 困 在 悬 梯 上 的 人 ，干 脆 手 一 松 ，脚 一

蹬，跳了下去。换个职业，换种活法，其实

选择去送外卖那又如何？

如果说文中的张根有些“虚幻”，那

么毕业于清华大学“姚班”（清华学堂计

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张昆玮则很“真实”。

他在谷歌工作两年后，选择回家乡山西

省晋中学院做一名青年教师，月薪 3000

多 元 。后 来 他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解 释 ，

“我不愿意像成功学说的一样，为了成功

舍弃一切，我想在工作之中融入爱好，想

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生活”。

这是个人选择，从中也可以隐约感受

到这一代的群体焦虑，以及他们对职业、人

生意义的再思考。比如去做网红的名校毕

业生李雪琴，我对她了解不多，但她有段话

却让我印象深刻。有人说，北大毕业当网

红，你就这么想红？“是啊，怎样？”比起当个

光鲜亮丽的白领，李雪琴说：“我更想做让

人快乐的事。”这话，听起来很“飒”。

但当名校毕业生最终没能按照世俗

的想象成为体面的白领，当事实的运转最

终与社会的偏见背道而驰时，还是有人会

质疑、批判他们的选择。但在我看来，应当

用掌声为他们去尝试、去探索的无所畏惧

点赞。正是他们的勇敢和突破，创造了当

下更为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

职业的本质是劳动，本就不分高低贵

贱，无须被学历所束缚，也不应被世俗的偏

见定义.它其实是人生在世，对自己、他人

和社会最为务实的探索实践。白领、蓝领或

没有“领”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这里也包

括送外卖、做网红、开网店，等等。

可能有人会讲，“送外卖？当网红？那

受 这 么 多 年 的 教 育 做 什 么 ？这 么 努 力

干吗？”我觉得这并不矛盾，教育的意义

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你认识自己，认识周

遭的世界；努力的目的是在于有更多的

选择，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尝试自己想

尝试的，而非一定要选择别人定义的“最

好”的那份工作或那个职业。

今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眼下有

不少大学生或其他年轻人正在求职路上或

不同职业的岔路口踟蹰徘徊。有人会来问，

拿到的 offer并没有预期的好，要不要去？其

实每个人内心都早有自己的答案。

只希望在选择的时候，你我都能遵

从自己的内心，尊重每个职业，不要轻

易被世俗的偏见或眼光所裹挟，也不要

总给人生下什么定义。对于世俗的偏见

或 看 法 ， 你 把 它 扣 紧 脑 袋 ， 它 便 是 金

箍；扔到一边，它也就是个无关紧要的

钢圈。不如洒脱些，静下心来看看自己

究竟想要追求什么。对于职业，究竟适

不适合或喜不喜欢？道听途说不如躬身

一试，不要怕试错，有句话说，人生不

多走几道弯路，哪来那么多风景？

就业不需要被

﹃
定义

﹄

人生也是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4 万余家餐馆饭店开展“文明就餐，杜绝浪费”主题活动。餐饮行业通过“光盘族”打折、“半份菜”和“N 减 1”点菜法等措施，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就餐。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近日，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发出“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倡

议 书 。 不 少 顾 客 主 动 将 餐 后 剩 余 饭 菜 进 行 打 包 ， 一 同 杜 绝 浪

费，践行“光盘”行动。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近日，河北唐山遵化市的一些机关单位、餐饮行业及超市，

纷纷悬挂、摆放珍惜粮食、节约用餐等提示标语和提示牌，倡导

人们坚持勤俭节约、自觉抵制浪费行为。 新华社发 刘满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