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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浪费率高达11.7%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超过九成受

访者表示身边存在不同程度的餐饮浪费现象。约七成

受访者认为在外用餐、在食堂就餐时浪费现象较严重。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餐饮业

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11.7%。仅

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的餐桌食物浪费量高达1700

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

物量。

大型餐馆等是餐饮食物浪费的“重灾区”。调研显

示，大型餐馆的人均浪费量最高，为每餐每人132克，

是快餐人均浪费量（每餐每人38克）的近3.5倍。

在调查问卷的后台留言中，不少受访者留言说，同

学会、红白宴、生日宴、升学宴、商务宴请等浪费量较

高，甚至有人说“三分之二的食物都倒掉了”。

有分析认为，大型餐馆聚会、宴请较多，而一般桌

餐、团体用餐常以“N+1”“N+2”的方式点菜，即菜量比

人数多1到2个，这类消费更加注重“面子”而非“肚

子”，人均浪费量也相对较高，达到惊人的38%。并且，

聚餐往往伴随着酒水饮用，减少了其他食物的食用，也

使食物浪费现象更加严重。

1/3的食堂盒饭被扔掉

学校和单位食堂的浪费量也不容小觑。调研显

示，某城市中小学盒饭人均食物浪费量高达216.4克，

约占食物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吃腻了”“饭菜不好吃”“贵还不卫生”是食堂食物

被浪费的主要原因。有学生说，学校是封闭式管理，中

午只能吃食堂，但是食堂饭菜要么太咸、要么太油、要

么不新鲜，还偶尔“赠送”小虫子，导致大家吃不饱还剩

得多。还有公司职员说，疫情期间单位发放统一的盒

饭，不能自己挑选菜品不说，有时候到手的饭菜都凉

了，不是不想吃，实在是不好吃、吃不下。

除了外出就餐，外卖浪费正成为餐饮浪费的新话

题。一些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通过“满减优惠”“折扣

菜品”等方式吸引顾客无可厚非，但一些用户为了凑单

而多选购的饭菜却形成了新的浪费。有大学调查显

示，49.5%的人凑单后，吃不完购买的外卖食物。

菜量影响“光盘”

餐厅不能点小份菜、餐厅未明确标明菜量、怕点少

了吃不饱是受访者认为剩菜较多的主要原因，分别占

65.42%、55.14%和52.34%。

这与中餐分量多少、口味变化较难精准确定有

关。比如一道东北乱炖的分量可能比一桌子广式早

茶的分量还大。因此，不少人很难在餐馆里精准点

餐。

打包不合适、太麻烦、没面子，这些是受访者认为

在外就餐不愿打包剩菜的主要原因。“我不是宴会的主

办者，我打包不合适，好像我占便宜似的”“同桌的人一

起夹过的菜，打包不卫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手上拿

着打包盒很奇怪”“中午食堂的剩菜又没有打包盒装，

下午又没地方放，没人会打包带走”，这样的受访者留

言在后台还有不少。

83.87%的受访者支持小份菜

最近，为了厉行节约、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各地

政府、部分行业协会、各类单位、餐饮企业、互联网机构

等推出了不少真招实策。有的正出台举措建立长效机

制；有的通过分餐制、半份菜、“N-1”点餐模式推进“光

盘行动”……

在这些治理浪费现象的措施中，餐厅提供小份、半

份、单人份的菜品得到了83.87%的受访者的欢迎。这

项措施也在不少餐饮企业、餐厅食堂等得到落实，在某

外卖平台上，已有超60万商户上线小份餐。有网民

说，小份菜不仅可以让我多吃几道菜，丰富我的餐桌，

还能控制点餐的量，避免浪费。

此外，受访者认为宣传教育不能少。有网民说，现在

的小朋友没有饿肚子的记忆，有些人甚至出现了“自己掏

钱，丰俭由我”的错误观念。因此，我们更要杜绝奢侈浪费

之风，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家宝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厉行节约、拒绝浪费要从

我们每个人做起；“光盘行动”、拒绝“剩宴”，要从每一

餐做起。吃饭可是天大的事，天大的事就要天天坚

持。毕竟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你

说是不？

网店做私下交易

8月20日，记者在淘宝、闲鱼等平台搜索“高校录

取通知书”“定制录取通知书”等关键词时，手机客户端

显示“非常抱歉 没有找到相关宝贝”。改用“录取通知

书设计”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便出现大量相关商品。

多家店铺称可定制专科、本科、研究生录取通知

书，部分商品展示页附有多家高校录取通知书封面。

记者随机挑选其中一家，其主页的提示内容显示，

“此宝贝属于一对一私人定制商品，请您联系客服。私

自拍下的商品一律不予发货”。记者又联系多家店铺

客服，很多会弹出自动回复消息，内容大多是引导消费

者添加客服人员的微信号，再进行交易。“微信”两字，

多会转换成“Wei”“薇訫”等替代字样。一家名为“速

成图文快印”的网店发送的信息更具有暗示性：“在

的！您好！您想要的都有，你懂得……还有客户反馈

视频。”

多名客服人员表示，仿制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学生

证等均与原件高度相似，如果消费者提供模板供商家

参考，相似度还能提高，价格多为220-320元。

记者询问如何盖章等，店家答复：“做好就会帮你

盖好章。”其中一家店铺月销量仅1笔，记者质疑其可

信度，该店家表示：“我们不在淘宝交易，只能微信交

易。真实交易淘宝不允许的，会关闭店铺。”

一家名为“博宏图文印刷所”的商户提供的微信名

为“博宏图文”。其朋友圈只有一条内容，发布于今年8

月15日，内容为：“专业办理各种证件。”配图显示：“本

公司长期办理全国各地有效证件，并可根据客户复印

件档案材料制作一切证件。”

这家商铺“神通广大”，不仅可制作各学龄段的学

位证书，还能“办理”二代身份证、护照、社保卡、结婚

证、军人证、残疾证、各国签证等，以及建造师证、教师

资格证、会计师证等职业资格证书。

记者询问相关证书的价格，客服回答均为240元，

如果一次性购买多本，还可以优惠到每本220元。

对于建造师、会计师等行业资格证，记者询问仿造

的证书与真实的证书相似程度如何。客服表示：“高度

相似。做好以后先拍照验收再发货。”成品将盖上相关

部门的“公章”。

该客服表示，对于平时找工作选择240元的普通

证书就可以满足需求，但因严查严打等原因，能在官网

上查验的证书伪造难度高，不易完成。

律师：伪造通知书属违法行为

其实，自亮剑“2020”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全国多地警方就结合公安部打击整治“假印章、假公

文、假证件”违法犯罪活动的部署要求，查处了多起制

作买卖假证的违法行为，其中，机动车牌照、驾驶证、身

份证等伪造行为高发。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分析，非法买卖伪

造证件的生意之所以红火，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因为有

需求。不论是想满足虚荣心，还是想欺骗亲友，曹某购

买伪造录取通知书的行为都是非正当性的。相关部门

应加强相关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国法律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周浩表示，对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印章的行为，可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对于伪造、

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

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的行为，依法可判处犯罪嫌疑

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周浩强调，制作证书或伪造公章的犯罪嫌疑人一

般同时会涉嫌诈骗罪。购买伪造的证书不会构成犯

罪，但购买伪造的身份证、驾驶证等可以用于证明身份

的证件的，同样涉嫌犯罪。

周浩建议，互联网交易平台可以通过设敏感词的

方式屏蔽涉嫌此类犯罪的商家发布的商品，或是发现

相关情况，立即关闭涉事店铺。平台的监管手段毕竟

有限，公安部门应加大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破获和处罚

力度。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应积极处理相关投诉，对此

类违法犯罪用治安处罚的方式“打早打小”。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一高考生花3000元伪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互联网“定制证书”为何这么火
《中国青年报》

近日，广东高考生曹某花3000元伪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日前，记者在网络电

商平台调查发现，多名商家表示可定制高校录取通知书。不仅如此，二代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高校学生

证，甚至退伍军人证书、残疾人证等都可以定制。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近84%的网友支持
新华社

最近，餐饮浪费现象引发全社会的深刻反思，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哪里是

餐饮浪费的“重灾区”？如何才能成为“光盘侠”？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思客推出《今天你吃光了吗？》调

查问卷，短短4天，累计回收有效样本超2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