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版
2020年１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 余菲菲 E—mail:anqingwb@163.com民生

近日安庆天气情况：1 月
11日多云转晴，-3—7℃。1月
12日晴天，-2—1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刚刚过去的周末，天寒地冻，昨天早
晨最低气温-4.2℃，幸好太阳对我们
不离不弃，连续多日准时打卡上线。
本周天气舞台的格局有所转变，安庆
市气象台1月9日早晨解除寒潮蓝色
预警信号，晴朗仍是主旋律，回温正
在进行时。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月6日至
8 日，北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
等省（市）共计 60 个气象观测站的
最低气温突破或达到建站以来历史
极值。

眼下，宜城的气温虽已熬过最
低谷，但是“解冻”可不是一蹴而就
的，相比跨年寒潮的来去匆匆，元旦
后的这股冷空气明显是个“慢性
子”。进入1月中旬，安庆以晴到多
云天气为主，12—13日平均风力增
大至 3—4 级，阵风 7 级，17 日前后
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高海拔山区
可能出现雨夹雪或雪。16—17 日
受冷空气影响，偏北平均风力将增
大到4—5级，阵风可达7级，冷空气
过后气温有所下降。预计本旬降水
量较常年偏少，旬平均气温较常年
偏高。旬极端最低气温，山区-6—
-4℃，其它地区-3—-1℃。

晴朗天气唱主旋律
回温正在进行时

□ 全媒体记者 祁梅华

2020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召开，审议了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反食品浪费立法，将为节
约粮食提供法治保障。1月7日至
10日，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餐饮店发
现，餐桌浪费现象虽时有发生，但
较以前有大幅下降的趋势，节俭就
餐渐成风气。

大部分市民都能“按需点

菜，打包带走”

在走访中记者注意到，多家餐
厅在进门显眼处以及餐桌上都张
贴或摆放有“厉行节约 杜绝浪
费”“不剩饭不剩菜”“倡导节约，爱
惜粮食，文明用餐，从我做起”等提
示语。

1 月 7 日中午 11 时 30 分左右，
在盛唐湾路一家饭店，不少人在用
餐，记者在一桌刚走的客人桌上看
见，该桌共点了十个菜，几个火锅
里还剩一些底料或豆芽等，但量不
算多。但有一盘腊味鸡则剩下多
半，没怎么动。记者看到，饭店内
有个专门盛放剩菜剩饭的袋子，里
面已经装了不少剩饭和剩菜。“现
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请客的人好
面子点许多菜，吃不完也不打包，
每天收十几斤餐余垃圾，现在顶多
收个四五斤。”店内服务员称。

1月9日中午，记者来到北正街
一餐饮店，余女士和五位朋友用餐
完毕准备结账，桌上的大部分菜品
都光盘了。余女士告诉记者，点菜
的时候,服务员也会提醒我们够吃
就行,不够再点。所以我们都是按
需点菜。“现在出去吃饭我们也会

注意节约，做到光盘。”余女士称。
“餐厅里都配有餐盒，在客人

用餐结束后，如果有剩余的菜品我
们都会提醒客人打包，当然也有很
多客人自己主动要求打包。”该餐
饮店服务员沈华说。

1月10日中午，在宜城路上的
一家酒店内，市民江丽正带着家人
就餐，点单人员根据就餐人数为他
们推荐了四个菜：“山粉圆烧肉、鱼
头火锅，再加两个炒菜足够四个人
吃了。”店内负责人胡小平告诉记
者：“除了对顾客进行点菜和打包
进行引导之外，我们还会严格控制
每日的食材进货量，另外，将避免
浪费的观念先灌输给厨师，然后由
厨师向预定酒席的客人建议、引
导，按需上菜。”

婚宴、食堂浪费现象仍然

存在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城区几家
大型酒店，发现婚宴上浪费现象还
是比较突出的。有客人表示，主家
都是根据饭店提供的套餐标准订
的，供应的量都比较大，导致很多
菜品都是撑场面的摆设。但宴席
结束后，有的宾客会主动打包。

“现在人生活水平都不错，大
鱼大肉哪吃得下啊，浪费了好可
惜。”在采访中，市民曹兰兰告诉记
者说，她元旦期间参加了一个亲戚
的婚宴时就有这样的感受，“满桌
都是荤菜，大家几乎没怎么动筷
子，虽然事后也有人进行了打包。
但是如果婚宴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荤素搭配更加合理，从源头上避免
浪费就更好了。”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
些学校、单位食堂也存在浪费现
象。一食堂负责人表示，由于是大
锅烹饪，而且烹饪的量比较多，炒
出来的口感与家常炒菜相比确实
有差别。“但我们还是希望不存在
浪费的情况，按需所取，尽量避免
浪费，营造勤俭节约的氛围。”该负

责人如是说。

通过国家权力介入引导全

社会厉行节约

对于这份草案，安徽中皖律师
事务所张金金律师认为，从法律角
度上讲，反食品浪费法草案第一条
明确立法目的是防止食品浪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传统美德，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
发展。从草案规制对象看，反食品
浪费法草案涉及餐饮服务提供者、
单位食堂、学校、餐饮外卖平台、旅
游经营者、超市等食品经营者、政
府及其部门、个人、食品生产者、行
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网络音频
视频传播者等各类主体，涵盖了食
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甚至是信
息传播、垃圾处理各个环节的主体
责任，是对全社会食品浪费问题的
全面治理。

从草案规制方法上看，反食品
浪费法草案各项规定不仅仅是倡导
性规定，而是通过具体法律条文建
立各项反食品浪费方法和制度。从
中国传统文化看，厉行节约是美德，
但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用
丰盛的美食款待客人，害怕招待不
周，是大众心理，这种心理往往造成
浪费，反食品浪费法从国家和社会
层面“捅破”这种“尴尬”心理，使主
客都能接受按需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十四条
规定了单位、家庭和个人有厨余垃
圾源头减量义务，可见反食品安全
法，在规制方法上更科学，不是简
单以罚款进行规制。总之，反食品
浪费法的最终实施是通过国家权
力介入来引导全社会行成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新风尚，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增进人民福祉，是良法
之治。”张金金说。

“将反食品浪费从道德约束上
升至法律层面将更加有利于这一
观念的深入人心。”市民殷国凤女
士也表示十分期待。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来了 记者走访我市部分餐饮店发现——

“少点餐打包走”渐成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