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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8 日 电 （记
者 胡璐） 据水利部组织完成的
2019 年度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结果显示，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持
续好转，生态环境整体向好态势
进一步稳固，水土流失实现面积
强度“双下降”、水蚀风蚀“双
减少”。

这是记者18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的。监测结果显示，2019年，全国
水土流失面积271.08万平方千米，较
2018年减少2.61万平方千米。与2011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相比，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23.83万平
方千米，平均每年以近3万平方千米
的速度减少。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中，水力侵蚀
面积为113.47万平方千米，占水土流

失总面积的41.86%，较2018年减少
1.62 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为
157.61万平方千米，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58.14%，较2018年减少0.99万平方
千米。

水土流失呈现高强度向低强度
转化的趋势。各强度等级水土流失
面积中，轻度水土流失面积为170.55
万平方千米，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62.92%。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为100.53万平方千米，占水土流失总
面积的 37.08%，较 2018 年减少 4.91
万平方千米。

大江大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持
续改善。与2018年相比，黄河流域
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幅达
7.37%，长江流域强烈及以上水土流
失面积进一步下降。

监测显示

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好转

多地餐馆推出半份菜、小份菜，多
人就餐时倡导“N-1”点餐，餐后倡导打
包……近日，记者在湖北、上海、福建
等多地走访发现，着力推动厉行节约、
遏制“舌尖浪费”，部分行业协会、餐饮
单位“新招”频出。新举措能否得到有
效落实？哪些浪费现象易发多发？如
何才能更好尽快构建长效机制？

厉行节约
多地发出新倡议出“新招”

一份倡议书，近期在江城武汉广
为传播。

这份由武汉餐饮业协会发出的倡
议书中，明确提出——推行“N-1”点餐
模式，即10位进餐客人点9个人的菜，
不够再增加菜品，确保顾客在吃好的
同时，从源头杜绝餐饮浪费；针对两、
三位客人进餐，餐饮单位推出半份菜
和小份菜，在节约的前提下，以满足消
费者品种多样化的需求……

武汉餐饮业协会有关负责人透
露，近期发出倡议，也是希望能够进一
步巩固“光盘行动”的成果，切实培养
节约习惯。

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8月12
日也发出倡议书，倡导把好“点菜关”

“收盘关”，厉行节约。在福州市聚春
园酒店，记者看到，小份菜和拼盘菜成
了桌上常客，点餐时，针对部分雷同菜
品 ，服 务 员 还 会 提 醒 顾 客 避 免 浪
费。

记者在上海探访时发现，“节约粮
食不浪费”的倡议，已在上海多个商圈
展示。在上海世博源商圈，商场内醒

目的位置均张贴了鼓励“光盘”的海
报，而位于核心区域的大屏幕上，“节
约粮食”“杜绝浪费”“珍惜粮食就是爱
护劳动成果”等宣传内容同样醒目。

上海浦东新区文明创建处处长卢
霞介绍，目前，当地也在跟第三方外卖
平台合作。“我们希望这些外卖平台上
的餐饮企业，能够为消费者在菜品分
量上提供更多选择，比如半份、一份、
一人半份、两人份等。”

浦东新区还与社会组织“食物银
行”合作，通过“食物循环”等活动，推
行节约理念。“我们在全区设置了25个
食物循环点，推动超市、家庭、个人把
过量食品投放到循环点，通过规范性
流程和操作，把食物分享给有需要的
人。”卢霞说。

部分浪费问题依旧多发频发

“舌尖上的浪费”问题，究竟有多
严重？

“餐饮业平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
餐每人93克，浪费率约为12%。人均
食物浪费量因城市、餐馆类型、就餐目
的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结
合城市餐饮人数计算，中国城市餐饮
每年食物浪费总量约为1700万吨。”这
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15年对北京、上海、成都、拉萨195家
餐饮机构3357桌消费者行为的调查。

“1700万吨被浪费的食物，相当于
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3%。”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
升魁说。

几年过去，餐桌上的浪费情况依

然严重。“餐馆规模越大，食物浪费越
严重，因为大型餐馆的商务聚会、朋友
聚会、宴请活动比较多，在这些场合
里，大家更注重面子，而不是肚子。”成
升魁说。

8月17日中午，记者在一家正在举
办婚宴的大型酒店走访时看到，客人
们已经陆续离席，但餐桌上还有较多
的剩余，有些菜剩余一半以上。

“过去，有时一家餐厅的剩菜，能
养活一个猪场。”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
协会会长黄履冰介绍，有人认为，菜吃
光了，就意味着菜点少了，显得主人不
够热情。“为了面子，10个人点18道菜
甚至20多道菜是常见现象。”

部分自助餐厅和单位食堂也是浪
费问题的“重灾区”。湖北咸宁市烹饪
酒店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自助
餐一般实行定额收费，有的客人在取
餐时量较大，但又不能吃完，导致出现
浪费问题。

“一元餐”是一些单位提供给员工
的福利之一，单位给食堂承包方一定
补贴，从而使员工用餐价格低至“一
元”。但便宜的饭餐也让价格失去了
其调控作用。一方面，员工在“不就
是一元钱吗”的心理暗示下容易浪
费；另一方面，由于可观的补贴，食堂
承包方也没有成本意识和制止浪费
的动力。

中小学食堂，浪费问题同样不容
忽视。成升魁介绍，校园餐饮质量与
学生浪费行为密切相关，食物种类选
择太少、口味欠佳是主要问题。此外，
对比盒饭、自助餐、组合套餐三种校园
餐饮提供方式，盒饭的浪费最为严

重。“而不良的饮食习惯和食育教育的
缺失则是校园食物浪费的根源。”成升
魁说。

从“口头”到“手头”
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

如何让“遏制浪费”不再停留在口
号上，建立起“节约食物”的长效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韩强认为，“餐
厅需提供半份菜”等做法经充分探讨
后可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规范的
主体对象很有讲究。对老百姓的用餐
习惯，要倡导；针对餐饮服务企业，可
以探索用强制性的规范措施。”

武汉餐饮业协会计划把相关倡议
书的落实情况，纳入协会的相关评比
工作之中。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会长黄履冰介绍，协会计划把禁止餐
饮浪费作为硬性指标，列入福州市十
佳餐馆和十佳名厨的评比中。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未来将着
手建立关于餐饮浪费行为的举报投
诉、专项检查等制度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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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行节约，培养节约粮食的社会
氛围至关重要。卢霞认为，节约粮食
的理念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们正在跟
区教育部门沟通，未来在学生食堂提
供更为合理的餐饮搭配，包括分量更
精准的餐品。”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武汉8月18日电）

遏制“舌尖浪费”

“新招”如何尽快形成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记者
张漫子）记者 18日从2020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旅游服务专题板
块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科技感十足
的文旅互动项目将亮相本届服贸会，
成为旅游服务专题板块的一大亮
点。本届服贸会旅游服务专题板块
将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打造“永
不落幕的旅游专题展会”。

以入境游为代表的北京旅游服
务贸易，一直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自改革开放之初的年接待入境游客
18.7万人次，到1987年入境游客首次
突破百万人次，1993年突破200万人
次，2002年突破300万人次，2007年
突破400万人次，再到2011年刷新纪
录突破520.4万人次……北京的旅游
创汇有力支持了国家建设，40年来共
实现旅游外汇收入955.5亿元，占全
国旅游外汇收入的10.9%。

本届服贸会的旅游服务专题板
块主题是“旅游连通世界，点亮美好
生活”。届时，1万平方米的展厅将分

为北京展区、国内展区和国际展区三
大区域，为国内外旅游机构、旅游企
业、特邀买家交流互动搭建服务贸易
交易和旅游产品推广的平台，搭建世
界人民交往和共享美好生活的桥梁。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常务副秘
书长李宝春介绍，在本届服贸会上，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将与来自英国、
德国、俄罗斯、波兰、瑞士等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78家国际旅游机构、55
家国际旅游企业、约100家国际买家，
一同参与线上线下的展览和论坛活
动，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复苏。

科技办展办会，是本届服贸会的
亮点。旅游服务专题板块专设“旅
游+科技”小板块，将通过5G、8K超高
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展现形
式，展示科技赋能旅游、沉浸互动体
验、全新场景应用的最新成果。在旅
游公共服务展区，观众通过手机即可
查询北京A级旅游景区的虚拟导游、
游览攻略、手绘地图等，感受智慧旅
游服务的便捷。

文旅互动项目将亮相服贸会

打造“永不落幕的旅游专题展会”

从飘摇不定到居有所安，从身无
分文到收入稳步增加，从人迹罕至、杂
草丛生的荒滩蜕变为渔业重镇……40
多年来，一群漂洋过海的侨民书写着
广西北海侨港镇的新篇章。

“海上漂来的部落”扎下根

“渔民曾经生活难，日晒雨淋驶风
帆，担惊受怕过日子，漂洋过海居无
安。”唱起熟悉的咸水歌，62岁的越南
归侨卢瑞星眼中闪出了泪花。

卢瑞星所在的北海市侨港镇是中
国西南沿海最大的侨民安置点。侨港
镇的“侨”即侨民，“港”即海港。全镇总
人口1.8万人，其中归侨侨眷占95%。

“来到北海后，我们才有了自己的
家，安定下来过日子。”卢瑞星说，他们
一家在海外漂泊了20年，1978年全家
乘小船漂到北海，当地政府为他们安
排毛毡房作为过渡房，免费提供柴米
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同卢瑞星一样，73岁的周胜林一
家也是40多年前摇着风帆木船，漂过
茫茫海域来到北海。

“以前这里没有港，就是一片荒滩
烂泥塘，安置归侨才开发，建设了渔港
安置房。”周胜林说。1979年，中国政府
在侨港镇建设 55 幢安置楼，安置了
7000余名从越南等国归来的华侨。自
此，这个“海上漂来的部落”在北海扎
下了根。

侨港镇党委有关负责人说，经过
40多年的发展，侨港镇侨民生活不断
改善，镇里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等基础设施健全，侨民把家和心
都安在侨港镇，这里变成欣欣向荣的
新侨乡。

从荒滩到渔业重地

“侨港现在已经成为北海重要的
渔业生产基地和水产品加工基地。”62
岁的渔民梁振光说。

1978年梁振光一家8口人刚从越
南归来时，整个家当只有一艘小风帆
船，只能在浅海作业，每天最多能挣十
几元钱。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贷款购
置了大功率渔船闯深海。20世纪90年
代，他家的渔船达到3条，如今已用上

现代化的机械船。
“从小风帆船到现代化的机械船，

这是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梁
振光说，船具换代升级后，水产品的捕
捞量和收益越来越多，生活条件也越
来越好。

改革开放之初，全镇只有600余艘
风帆小渔船，现在已经发展为千余艘
大功率机动渔船。传统近海捕捞已向
远洋迈进，渔业年产量10多万吨，总产
值近20亿元。如今侨港形成了以渔业
生产为主、海产品加工为辅的经济发
展格局。

“如今侨港的水产品加工阔步发展，
建成侨港半岛水产品加工区，从建镇初
期仅有2家小型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20
多家企业。”侨港镇水产协会会长吴方权
说，侨港形成了“产、工、供、销”为一体的
海产中心，产品畅销国内外。

2019年侨港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3万元，没有一户贫困户。当前侨
港正借“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
遇，大力发展渔业深加工贸易，不断提
升对外开放水平。

水产为主到三产融合

“侨港风光美如画，美食夜市最繁华，
异国风情特色多，赞美歌声传天下……”

夕阳西下，渔港旁的街道两侧，热

闹的夜市拉开帷幕。“侨港风情街”上，
海鲜摊、卷粉店等一个个招牌霓虹闪
烁，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美食吸引了各
方游客。随着北海旅游业逐渐升温，侨
港正借势打造海滨特色旅游小镇。

走进风情街，记者在一家糖水店
看到10多位游客正在排队挑选糖水。

“现在是旅游旺季，游客也逐渐多了起
来，到了晚上真有些忙不过来。”57岁
的归侨周世权说，1997年他率先开办
侨港镇第一家糖水店。2012年开始，北
海市建设侨港饮食风情一条街，游客
渐多，他们店的生意更好，旅游旺季
时，一天营业额最高超6000元，生活越
来越红火。

当前，侨港镇重点发展现代休闲
渔业，开发海上观光、赶海、海钓、拉网
捕鱼等一批出海旅游体验项目，许多
传统渔民转型升级吃上了“旅游饭”。

渔民郑华仁说，旅游业发展起来
了，今后伏季休渔期间也有了增加收
入的路子。他经营的“侨港糖水”融入
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特色风味，日
销售300杯以上，仅此项每天就有800
多元的收入。“这些年游客越来越多，
旅游是渔民转型的一个方向，很多人
已经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有了更大
提高。”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潘强 黄庆刚

（新华社南宁8月18日电）

海之畔 吾之家
——广西北海侨港侨民眼中的幸福变迁

8月18日，记者在发布会上观看“紫禁城建成600年纪念券”。
当日，“紫禁城建成600年纪念券”发行仪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纪念

券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合作发行，共计四款规格，包含纪念券
单张、二连体、四连体、二十连体。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紫禁城建成600年纪念券”发行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8 日 电 （记
者 张泉） 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余华荣 18 日说，第 24 届全国
发明展览会将充分展示各领域高
水平发明创造成果，希望借助金
融资本和新商业模式，推动发明
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让发明人
在发明创新创业创造实践中实现自
己的梦想。

记者从当日举行的第24届全国
发明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
中国发明协会、金砖国家工商理事
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第24届全国发明
展览会将于11月 19日至21日在佛山
举行，将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卫生
健康、节能环保、高端智能制造、
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征集发明成果。

展览会将特设“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智能家居”“节能
环保”“粤港澳大湾区”“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等展区，还将特
别展示“科技助力扶贫”成果等。

与此同时，展览会将致力于架
设发明孵化桥梁，推动成果转化项
目对接，结合专利质押融资等创新
金融服务，尝试推动一批在展览会
中涌现的优质发明创新项目在国家
高新区快速落地、快速孵化、快速
成长。

展览会期间还将举办2020“一
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之佛山未来技能国际挑
战赛、科技直通车专场活动、项目
路演及对接会、首届“我是发明
人”创新大赛等活动，并评选奖励
优秀发明成果。

第24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助力推动发明创新成果转化运用

这是 8 月 18 日拍摄的横琴口岸
（无人机照片）。

当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
仪式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一条
新的“超级通道”投入使用。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标杆工
程，横琴口岸集设施“硬联通”和制
度“软联通”于一体，采用“合作查
验、一次放行”的新型通关查验模
式，使粤澳通关从“两地两检”变成

“一地两检”，从“中间摆渡”“两上两
下”变成最快5秒通关，粤澳日通行能
力从75万人次提升到90万人次，大大
提升通关效率，改善通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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