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32023.9.15 星期五 ❘ 责任编辑：陈毅香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32023..99..1515 星期五星期五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毅香陈毅香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685310546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

张冬梅

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制止婚宴餐饮浪费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通过强化部门联动，引导

协会发力，积极构建从新人结婚登记提

醒、合理设计婚宴菜品到创新供餐服务

形式、探索餐后捐赠的宽领域、全流程、

多层次制度机制。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勤俭

节约历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

来，绿色低碳新风扑面，节约粮食、反对

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说到遏制餐饮

浪费，不难看到生活中的可喜变化：有的

单位食堂摒弃粗放式管理，采用预约订

餐、按需备餐以减少浪费；一些餐厅和外

卖平台上，半份菜、小份菜成为餐饮消费

新宠⋯⋯然而，在厉行节约显成效的同

时，宴会餐饮浪费仍在“扯后腿”，尤其婚

宴餐饮浪费是“重灾区”，值得警惕。

婚宴餐饮浪费为何严重？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观念作祟、面子使然。在许

多人看来，结婚乃人生大喜，婚宴一定

要办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不少新人

家庭抱着“宁多勿少”的心理，认为亲属

近邻、高朋好友前来贺喜，婚宴办得精

打细算，显得不大气、没面子。由此一

些不良风气冒头，讲排场、摆阔气，甚至

“吃一半扔一半”，最后婚宴就被办成了

“剩宴”。有多浪费呢？中国社科院曾

有一项调研指出，城乡婚宴酒席浪费

40%以上。时常一场婚宴下来，不少菜

甚至根本没动筷就被倒掉了。雪上加

霜的是，不少人即便外出吃饭有余食打

包的习惯，但在婚宴这种场合，因碍于

面子，哪怕桌上剩饭、剩菜再多也少有

人选择打包。然而，吃饭终究是肚子的

事，不是面子的事。“一饱之需，何必八

珍九鼎？”剩了多少饭菜不但不能标刻

幸福、加深情谊，反会让有节俭意识者

感到不适。

节约精神永不过时。结婚摆宴，适

度备餐、点餐，文明、健康用餐，才能喜上

添“喜”。对于新婚家庭来说，在迈向幸

福的新起点时，与亲友一道弘扬舌尖新

“食”尚，一起“光盘”把文明留下，何尝不

是一大乐事？

婚宴餐饮大肆浪费，此风不可长。

此次三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迈出了重

要一步，让制止婚宴餐饮浪费更有方向、

更有章法。一方面，强化联动，多方齐发

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引导

作用、加强部门监督指导，多管齐下方能

更好以行动合力深挖节约潜力。另一方

面，精准用力，入心且见行。积极构建从

新人结婚登记提醒、合理设计婚宴菜品

到创新供餐服务形式、探索餐后捐赠的

宽领域、全流程、多层次制度机制，让节

约理念深入人心，让厉行节约更有保障，

反对婚宴餐饮浪费就有了广泛的基础和

持久的动力。

变理念为行动，关键在落实。制止

婚宴餐饮浪费非一朝一夕之功，既需要

个体的行动自觉，也需要社会的联动保

障。抓住《通知》印发契机，人人出力、共

同努力，从少点一道菜、多打几个包做

起，让婚宴餐饮浪费越来越少，舌尖上的

文明之花才会越开越盛。

把婚宴办成“剩宴”并不体面

静子

馆藏展品被损坏，怎么办？前段时

间，一名男子在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参

观时掰断枪鱼标本的肋骨，引发广泛关

注。近日，馆方决定不修复被损坏的展

品，而是将其做成“文明观展教育”展

位。据悉，这是全国首个“文明观展教

育”展位，旨在通过此举呼吁游客文明观

展、爱护展品。

原样展出，是为了更深的铭记、更

好的参观。试想这样一幅画面：偌大的

枪鱼标本透出清晰的结构、精美的纹

理，给人一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之感，

然而被人为掰断的一小段肋骨成为败

笔、格外刺眼。两相对比，更显爱护展

品的重要与迫切。由此，我们不难体会

到馆方的怜惜与无奈，亦更能明白其良

苦用心。

今年暑假，文博游备受热捧，但不少

乱象也伴之而来：常出现在“打卡式观

展”中的“霸照”行为严重影响其他观众

的体验，一些家长视博物馆为大型“遛

娃”场所、任凭孩子嬉笑打闹，更有大吵

大嚷的讲解员破坏观展秩序⋯⋯一个博

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众多游客就是这

所学校的大学生，一言一行都折射出其

道德的高度、修养的深度。在本应守护

文明、传承文化的地方，部分参观者竟以

相反的姿态给文明“减分”，着实不应

该。

“为什么不用玻璃罩将标本保护起

来？”“为什么不驱走那些大吵大嚷的游

客？”⋯⋯出于对不文明观展行为的愤

慨，不乏热心网友为博物馆建言献策。

需要指出的是，广大网友的建议虽有一

定道理，但博物馆也有自己的使命与坚

守。比如，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之所以

采用开放式展陈，是为了让游客清晰地

观察每个标本的结构细节，以更好提升

科普工作的效果。标本制作不易、藏品

展出不易，博物馆的这份可贵真心同样

不易。唯有以文明的素质回应先进的开

放理念，以礼貌的观展行为回馈贴心的

办展服务，才能更好实现博物馆与游客

的“双向奔赴”。

必须承认，为营造与维护和谐的观

展环境，既离不开游客的自我“软约束”，

外部的“硬约束”也不可或缺。比如，《中

国国家博物馆文明参观须知》明确提到，

未经批准，禁止进行讲学、表演、采访、商

业性拍摄、自媒体直播、录播等非参观活

动。再比如，近来媒体屡屡曝光破坏展

品或者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教训

不可谓不深，警钟不可谓不响。从这个

角度看，唯有引以为戒，才能实现观展逛

馆更文明。

方寸之间览千年，方寸之间见文

明。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博物馆等一

众文旅单位势将再迎一波热潮。观展也

是观人，希望广大游客心怀尊重、文明得

体，用最正确的方式打开博物馆、寻根天

地间。

重视被损展品的警示意义

喻思南

开学季，一些主打科学启蒙的“科

学玩具”受到家长关注。“培养创造力”

“ 激 发 好 奇 心 ”“ 让 孩 子 在 玩 中 变 聪

明”⋯⋯这些打着“科学教育”旗号的玩

具产品，大多模仿学校、科研机构的教

具或器材，以套装形式出售，或是配有

明矾、小苏打等化学原料，或是配置实

验器具，操作和玩法多样，成为玩具市

场的“新宠”。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引导孩子接

触科学，有助于在他们心中播下科学

的种子。纵观科学史，不少取得突出

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在小时候便萌生

对科学的热情，而引导他们步入科学

殿堂的，往往是一段与科学的不期而

遇。科学的魅力是无穷的，走近科学

的方式是多样的。借助“科学玩具”，

孩子们能直观了解奇妙的科学世界，

进而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这点

看，寓教于乐的“科学玩具”走红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还应看到，由于部分产品涉及化

学实验，“科学玩具”不仅要在产品质

量 上 过 关 ，对 安 全 性 也 应 有 更 高 要

求。然而，据媒体报道，一些“科学玩

具”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有的“科学

玩具”为“三无”产品，部分化学原料经

多个环节倒手，生产和流通渠道不明，

安全性难以保障。再如，有的玩具使

用了易燃材料，操作时要格外注意，需

佩戴手套、护目镜等防护设备，但商品

操作手册和包装缺少醒目提示。为

“科学玩具”上好“安全锁”，让“科学玩

具”更安全，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与科

学相遇。

必要的监管措施应跟上。一段时

间以来，针对玩具存在的安全问题，监

管力度不断加大。不久前，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2023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重点关注玩具产品化学危害、物理危

害、可燃性危害等问题。一些地方也陆

续推出监管举措，整治清理了一批违法

违规产品。进一步筑牢“科学玩具”的

安全屏障，还可以通过增加抽查检测频

次，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方式，防范劣

质产品流向市场。各类销售商家特别

是网络销售平台应强化责任，标识“科

学玩具”包含的材料成分和含量、做好

安全风险警示等，并及时下架存在安全

隐患的产品。

完善安全标准不可少。目前，我国

玩具安全标准主要依照2014版《玩具安

全》系列国家标准来执行。相较于之前

的版本，该标准适用范围更广，且加严

了对声响、机械部件、燃烧性能等安全

指标的要求。但对于科学类玩具，由于

没有专项规定，一些产品可能假借“科

学”之名，以其他品类商品的名目逃避

监管。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细分标

准，从源头严把市场准入关。家长选购

此类玩具时，也应注意选择有规范认证

的产品。

“科学玩具”受到家长们的青睐，一

定程度反映了全社会对科学教育的旺

盛需求。学校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

广大中小学应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开设

一些科学实践课，满足孩子们接触科学

的需求。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等也应

发挥作用，让孩子们在科普活动中潜移

默化地提升科学素养，激发好奇心、想

象力、探求欲。全社会共同努力，定能

更好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种子，呵护

他们在科学天地里茁壮成长。

为“科学玩具”
上好“安全锁”

记者日前从住房

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

集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全年目标任务目前已

完成超过七成。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解决住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