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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狂欢”
撞上“舌尖浪费”

提及餐饮浪费，江苏无锡一家高档酒

店的经理徐东明深有感触。去年国庆假期

一场婚宴上，他就目睹了这样的场景：30

桌宴席中，近半数菜品剩余超50%，一些

龙虾、鲍鱼等海鲜几乎未动就被倒入泔水

桶。“一桌菜均价6000元，浪费食材成本将

近2000元。”徐东明说。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走访连锁餐厅、景

区周边饭店等，也发现了一些食物浪费现

象。

“8人年夜饭点了16道菜，吃一半发

现点太多了。”苏州市民陈女士说，家人认

为“菜满桌才显诚意”。徐东明表示，浪费

往往与“面子文化”有关，比如不少婚宴主

家怕被说“寒酸”，硬要扩桌数；有的年夜饭

必须菜摆满桌，还要摆盘气派，剩了才显

“有余”。

“请客吃饭，菜多显有面”“招待客户得

有排场”“过节开心多点点无所谓”……不

少消费者点菜追求“多多益善”。在商务宴

请、婚宴等场合，尤其是高端餐厅，吃不完

打包显得寒酸，“仪式性浪费”更为突出。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上档次的餐厅在

节假日推出类似“吉祥宴”“富贵席”等套

餐，价格高昂且菜品数量象征“十全十美”

“月月红”“要发”等，有服务员还会“贴心”

提醒“少了道菜不吉利”，导致顾客过度消

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在全国部

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

动，组织开展“随机查餐厅”等行动，发现存

在餐饮浪费行为的餐厅7.81万家、整改问

题9.2万个。

部分外卖平台上，餐厅节假日推出满

减促销活动，导致消费者为凑单多点菜品，

最终丢弃率增加。“为了优惠拼单凑单，很

多时候多买一份米饭或小吃，吃不下就浪

费了。”有常点外卖的消费者说。

此外，有饭店推出预制菜礼盒，被网友

吐槽“几块腊肉用3层礼盒包装浪费”，一

些预制菜还因“保质期短”“口感质量差”等

被一扔了之。

“剩宴”背后原因几何

在业内人士看来，节日餐饮浪费现象，

既有特殊的文化心理因素，也有监测评估

体系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处置不易到位、商

家自我管理动力不足等原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季中扬指出，

在物资匮乏年代，“有余”往往象征抵御风

险的能力，也包含对富足生活的祈愿，而现

今在一些场合，却被异化为“撑门面”和“攀

比炫富”。

季中扬说，在节日场景中，人类对多样

化食物的本能追求也被放大，消费者将节

日消费划入“情感支出”账户，降低了对浪

费行为的道德敏感度，这种心理账户隔离

效应削弱了行为约束力。

上海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彭

少杰认为，餐饮浪费缺乏系统全面的统计

调查制度，难以准确掌握浪费的比例、规模

和分布情况，不利于反浪费措施的推进落

实。婚宴场所、商务接待及农村聚餐、网络

订餐等也缺少制度化清单式管理规范。

西南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缺少食品浪费行为的具体标准，在

实际监管执法过程中无法进行量化对比，

存在取证固证难的问题，对查出的食品浪

费行为只能批评教育，无法进行行政处

罚。也有市场监管人员坦言：“遇到婚宴浪

费，总不能喜庆日子跑去开罚单吧？”

记者梳理发现，反食品浪费执法查办

案件类型较为单一，多数集中在“未张贴反

浪费标识”“未向消费者进行提示”等少数

几种案由。在一些食品浪费高发场所，监

管部门针对实质性浪费行为的执法办案力

度仍有待加强。

此外，浪费治理协同仍显不足。彭少

杰说，反食品浪费涉及食品安全办、市场监

管、发改、商务等多个部门，但地方上部门间

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同配合需进一步

加强，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也应进一步明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拉

平认为，部分餐饮企业尚未建立严格的食

品采购、贮存、加工管理制度，没有把制止

餐饮浪费作为服务人员培训内容进行开

展，在原料采购、加工制作、供餐服务全过

程中欠缺厉行节约意识。

王燕说，对大多数餐饮店而言，主动提

醒消费者适量点菜的动力不足，更倾向于

推荐高价套餐。同时，不少餐厅处理剩菜

方式较为简单，缺乏有效回收再利用机制。

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

年来，我国通过立法、监管、宣传等，使得

“舌尖上的浪费”明显改观，不少地方通过

多种形式对制止浪费进行了有益探索。

比如，广州某饭馆推出“迷你版”月饼，

因份量小受到大量年轻消费者追捧；线上

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小份菜”“小份套餐”

“单人餐”等搜索量大幅增长；还有地方推

出餐饮“红黑榜”，将反浪费纳入餐厅评级

体系，上榜企业可获税收优惠等。

业内人士表示，餐饮浪费问题时常反

复，反浪费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从制度完

善、技术赋能、宣传引导等多方面发力，构

建多元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4

年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

案》明确，建立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

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这意味着

反食物浪费将有“账”可循，为精准施策奠

定更坚实的基础。

彭少杰建议，强化违法惩治，对不遵守

反食品浪费有关规定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按

规定提醒约谈、督促整改，依法纠正查处违

法行为，公开曝光浪费食品等典型案例。

武拉平等专家提出，通过智慧餐饮系

统优化供需匹配，如通过智能点餐系统实

现用户输入人数、口味后自动生成适配菜

单；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后厨食材消耗，提

醒动态调整采购计划；完善餐厨垃圾收运

监管系统，对餐饮店每日餐厨垃圾产生量、

变化趋势、异常情况等进行监测。

在季中扬看来，将节约意识转化为日

常习惯，要从道德训诫转向知识赋能，从节

日突击转向场景嵌入，从鼓励节约一份菜

的小事中凝聚全民参与热情，培养“餐餐不

剩”时尚新风。

新华社 任军 吴雨 有之炘

当“China Travel”邂逅申遗成功后

的首个中国春节，感受中国年味，“圈粉”中

国年货，体验“丝滑”支付……外国游客来

华热情高涨。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蛇年春节假期（1月28日至2月4日），银

联、网联共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

数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24.54%，交易金

额增长90.49%。

“免签朋友圈”扩大，爱上“非遗”中国

年——

逛庙会、赏灯会、穿汉服、看表演、品美

食……春节期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旅游

景区，不时出现游玩“打卡”的“洋面孔”。

在上海豫园，德国姑娘卡拉·乌尔马赫

不仅感受到了江南韵味和浓浓年味，还购

买了心仪的年俗工艺品，给朋友们带回中

国春节的祝福。“在上海购物，不论是刷

Visa、万事达卡等外卡，还是手机移动支

付，都很方便。”她说。

免签国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240小时

过境免签新政策，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感受

中国年。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到中

国过春节的外国游客较 2024 年增长

150%，创下新高。

支付宝数据显示，除了北、上、广、深等

入境游一直以来的热门目的地，苏州、西

安、成都、厦门等地也成为春节期间入境游

客爱用支付宝深度旅行和消费的城市。

服务升级，消费支付不“见外”——

在栈桥喂海鸥、乘游船看海景、在“非

遗大集”上看花灯、喝青岛啤酒……今年春

节期间，不少外国游客来青岛过大年，青岛

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08%。

还在担心“支付难”？老外说，体验越

来越好。

“不用换现金，用韩国本地的电子钱包

就能在青岛街头体验好吃好玩的。”在中山

路打卡的韩国游客朴惠珍直言支付太方

便。

近年来，便利外籍来华人员支付的措

施密集出台，不断重塑入境消费场景：一方

面推动“外卡内绑”，境外银行卡可绑定支

付宝、微信支付在国内商户消费；另一方面

支持“外包内用”，越来越多境外电子钱包

可在国内使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支付宝支持“外包内

用”的境外钱包已达13个，来自菲律宾、泰

国、新加坡等10个国家和地区。

政策“破壁”、服务升级。各方不断打

通移动支付的堵点：提高境外银行卡绑卡

效率，优化身份验证安排，提高移动支付单

笔交易限额和年累计交易限额……

为适应外国人的现金支付习惯，全国

近7万家银行网点、近5000家外币兑换设

施、近32万台自动取款机可提供兑换人民

币服务。

消费高涨，“圈粉”中国年货——

在前门大街选购茶叶，在杨梅竹斜街

买兔儿爷，在各大购物中心选购国产潮牌

衣服……不少北京的门店反映，春节假期，

外国消费者较去年春节明显增加。

来自德国的乌尔丽克和在中国留学的

儿子埃米尔一同在北京过大年。“我们逛了

什刹海的集市，品尝了地道的中餐，购买了

心仪的春节礼物。”乌尔丽克说，不少店家

都能用英文交流，手机支付也非常方便。

来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数据印证了

外国游客“买买买”的热情：春节期间，入境

游客通过微信支付消费笔数较去年春节假

期增长134%。假期前五天，入境游客用

支付宝消费金额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5

倍。

中国年正在成为“世界年”。从东方传

统佳节之美，到乐享消费支付不“见外”，开

放的中国，让世界越来越爱！

如何避免节日盛宴变“剩宴”？

交易额增长超九成！“China Travel”邂逅中国年

1月29日，两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北京地坛庙会游览。新华社 鞠焕宗 摄11月月2929日日，，两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北京地坛庙会游览两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北京地坛庙会游览。。新华社新华社 鞠焕宗鞠焕宗 摄摄

11月月2929日日，，在北京地坛庙会上在北京地坛庙会上，，来自来自

瑞士的游客马克西姆瑞士的游客马克西姆（（左一左一））和莉莎和莉莎（（左二左二））

在展示购买的纪念品在展示购买的纪念品。。新华社新华社 鞠焕宗鞠焕宗 摄摄

新华社 何磊静

“平均每桌剩菜三分之一，有的客人甚至只拍不吃，年年有余成了‘年

年浪费’……”今年春节假期，海南某饭店后厨垃圾桶里，成条的清蒸鲈鱼、

未动几筷的东坡肘子与半锅佛跳墙混杂一起，服务员王燕看了直叹气。

近年来，“舌尖上的浪费”治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显现成效，但节假日

期间，随着聚会宴请增多，餐饮浪费现象仍有发生，吃不完、不打包的情况

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