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刘冰洋

“您刚点的糖醋鱼片，我推荐您下单小
份的，再加上两个菜，应该够一家三口吃
了。”8月15日，在石家庄市中和轩饭庄建设
大街店，店员主动引导顾客按需点餐，既经
济实惠，又避免了浪费。

厉行节约，拒绝浪费。近年来，我省各
地持续推进“光盘行动”，通过在餐饮场所
设置提示牌，推行小份菜，实行分餐制等方
式，大力倡导文明用餐，营造节约为荣、浪
费可耻的餐饮风尚。

节俭用餐渐成“新食尚”

“服务员，请拿两个打包盒，我们把这些
菜打包一下。”8月16日20时，石家庄万达广
场励本云南菜餐厅，市民张女士和朋友吃完
饭，主动要求将剩下的饭菜打包。“吃剩的饭
菜虽然不多，但也不能浪费粮食。”

“最近一段时间，来店里吃饭的客人很
多都主动要求打包剩下的饭菜。”励本云南
菜餐厅店长李俊说，为了方便客人打包，
餐厅推出免费向顾客提供打包餐盒服
务，此外，服务员在点餐时，还会根据
客人数量提醒点餐量，防止浪费。

记者在多个餐厅采访时发现，
不少市民会主动提出打包带走剩余
饭菜，餐厅工作人员也会适时提醒顾
客进行打包，文明节俭的“新食尚”正
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廊坊市民耿乐乐是一名销售人员，由
于工作原因经常需要在外就餐。“以前吃
饭，哪怕只有四五个人都要点一桌子菜，剩
下了也不好意思打包。”耿乐乐说，“现在，
不管走进哪家饭店，都能看到提醒消费者
文明用餐的标识，服务员也会提醒，打包带
走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朋友们也都主动
要求少点些菜品。”

“咱们只有三个人，少点些，够吃就
好！”8月14日，在衡水市区人民路一家饭店
内，和朋友聚餐的市民王先生提醒朋友。

“厉行节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需要从
每一个人做起。朋友聚餐更多是增进感情
而非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理性适度消费，
抵制餐饮浪费，理应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多举措制止餐饮浪费

近年来，我省广泛开展“光盘行动”，
“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但浪费食
物的现象仍然存在。

日前，在定州市回民街某饭店的一个
包厢里，顾客散去但吃剩下的饭菜还摆在
桌上，八盘菜加一份米饭，没有一个菜是

“光盘”的，其中两盘菜几乎没有动过。“婚
宴、生日宴、毕业聚餐等通常是包桌订餐，
桌数不少且每桌菜品也偏多，宴席结束饭
菜常会有剩余，造成餐饮浪费。”对于这些

“舌尖上的浪费”现象，饭店朱经理感触颇
深，“为此，我们重新设计了包桌菜单，并标

注饭菜分量，近期还会推出小份菜，对服务
员进行培训，协助顾客合理点餐。”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我
省餐饮行业积极行动。省饭店烹饪餐饮行
业协会、省旅游协会等行业协会近日发出

“制止餐饮浪费”的倡议，号召全省饭店餐
饮企业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文明消费、创新
服务模式、加强行业自律及管理，从各个环
节避免浪费行为，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
为餐饮业常态化任务。

加强行业自律，引领节约风尚。承德
市饭店餐饮业协会在行业内组织发起“厉
行节约 反对浪费”倡议，持续推动餐饮领
域的节约活动，鼓励餐饮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科学引导就餐，主动提示和提供打包服
务。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
区积极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已制作并发
放提示牌1000余个、宣传海报800余份，发
放“文明餐桌”行动倡议书500余份，检查餐
饮服务单位589家（次），让文明用餐、安全
用餐、节俭用餐的理念深入人心。

制止餐饮浪费，高校也在行动。为培
养学生节约意识，近年来，我省广大高校持

续推进“光盘行动”。日前，河北师范大学
和河北科技大学相继发起倡议，弘扬勤俭
节俭传统美德，制止浪费粮食行为，增强学
生的节俭意识，共建绿色校园。

“学校一直将培养学生珍惜资源、勤俭
节约的行为品质作为育人方向之一，开展
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主题班会、大学生一日
三餐消费调研等。”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团委书记高军生说，“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后学校将持续
推进‘光盘行动’，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堂管
理，引导学生树立粮食安全观，遵守餐桌文
明，拒绝铺张浪费。”

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说起“舌尖上的浪费”不少人会想到自
助餐厅。8月15日，石家庄市高新区韩盛·
盛江山自助料理餐厅，刚到午饭时间，已有
不少顾客排号等候。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向
顾客介绍用餐规定，“您好，除了支付正常
费用外，每人还要加收20元的押金。餐桌
剩余食物少于150克退还承诺金，超出将不
予退还。”

“自助餐是按需自行选择食物，很多人
交完钱就‘放开肚皮吃’，很容易造成浪
费。”顾客董女士说，店家收押金，能够督促
一些不自觉的客人克服陋习。“支持店家收
押金，也许不是支持店家的行为，而是支持
我们普遍认同的勤俭节约的社会观念。”

“亲朋好友聚餐喜欢大吃大喝，外面餐
厅饭菜多高油高盐，长期在外就餐不是健
康科学的饮食习惯。”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
程学院食品系教师宁亚维表示，倡导“光
盘”、反对浪费，有助于引导消费者树立文
明就餐、适量点餐、科学饮食的理念，培养
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近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通知，要
求全省党政机关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推进
食堂及公务接待用餐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归口和
监管内控，将制止餐饮浪费工作纳入公共
机构节能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范围，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餐饮浪费行为的监督检
查，研究建立机关食堂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关专家
认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不仅需要消费
者从自身做起，还需要政府、媒体、餐饮企
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相关部门应加强立法、强化监管，建
立长效机制；媒体要持续深入宣传引导，让
餐桌文明深入人心；餐饮行业应该合理设
计菜单和菜品，创新奖励机制，通过对没有
浪费食物的顾客赠送小礼品、给予一定折
扣等形式，引导人们适量点餐、节约粮食。”
宁亚维认为，家长也要注重培养“餐桌文
明”良好家风、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让青少
年成为“光盘行动”的践行者和倡导者。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光盘行动”，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餐饮风尚——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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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晋县一家饭店拍摄的
提醒顾客文明用餐的宣传海报。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石家庄市桥西区一家餐饮

企业提醒顾客文明用餐的标识。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通讯员 张 悦

“浅笑怡然姿美，临塘独自芬芳。喜
看盈盈蜂惠顾，欣赏翩翩蝶戏忙，影柔映
靥旁……”八月的北戴河，人潮涌动。8月
17日，在草厂中路二段2号楼附近，来自陕
西的吴女士被琅琅读书声吸引，驻足
细听。

读书声来自路边的润新小院，院墙
上的蔷薇一簇簇地依偎在一起，粉红的
花散在叶间。阳光透过院里的葡萄藤，
满地斑驳。葡萄藤下，错落有致地摆放
着桌椅，周围绿植一字排开，月季、杜鹃、
三角梅……小院内设有党员生活馆、图
书角、读诗角、养生馆，居民可以在此读
书 休 闲 ，诗社的会员也常常在此以诗
会友。

“这样热闹的旅游城市里，竟然藏着
如此清新雅致的小院，好惬意啊！”吴女士
惊喜地说。

润新小院，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一处新亮点，
有效扩展了居民文娱活动场所，满足了
人民群众对美好家园的向往，让新时代
文明实践理念沁润群众日常生活。如今
的北戴河，近百个润新小院特色站点已
经打造完成，成为居民的精神家园。

谈起改造后的变化，小院的主人李英
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小院越来越漂
亮，街坊邻居都来这儿活动，多热闹。”

“孩子在北京上班，放假回家还以为
走错了楼，愣是站在院外给家里打电话，
问家在哪儿。”说起这些，家住剑秋路社区
的57岁党员王凤华不禁笑出了声，也道出
了社区的新变化。

“这个总投资不足1万元的项目，就是
要把老旧小区规划成文明实践区、生活便

利区和文娱活动区3个功能区域，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激活社区管理的‘神经末梢’，
打造出门就到公园、到学堂、到广场的‘十
分钟’便民生活圈。”西山街道工委书记杨
国栋介绍，“下一步，我们还将以此为蓝
本，打造更多的特色小院，让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新风吹遍大街小巷。”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进中，北戴
河区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紧密结合

区情实际，明确了“1+10+X”系统建设思
路，绘制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施工图”。
“1”，即建立一个区指挥平台；“10”，

即建立理论宣讲、生态康养、快乐成长、智
慧养老、文韵书香、自然科普、运动健身、
文明诚信、爱心救援、劳模家园等10大区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直属站；“X”，即充分利
用主要道路两侧、沿海岸线及街道、公园、

社区等微型公共空间，打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北戴河历史文化”等40多个系
列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做到“每面墙都会
说话，每个角落都能育人”。

截至目前，北戴河已建立起以区、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书记分别担任主任
（所长、站长）和志愿服务总队长（队长、分
队长）的组织架构，组建了10支区级志愿
服务分队及196支基层志愿服务支队，紧
扣“文明实践、尚德铸魂”主题，因地制宜
开展群众欢迎、方便参与、乐于接受的文
明实践活动。

在北戴河，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随处
可见。他们用平凡的善举演绎着小城大
爱的温情，用爱心和奉献的实际行动浇灌
志愿服务常青树。

“通过组织开展这些接地气、充满生
活气和烟火气的各类实践活动，北戴河区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送到了群众的门前楼
下，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
米’。”北戴河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卫
杰表示，“我们将继续精准对接群众所需
所盼，充分发动志愿服务力量，1个区指挥
平台、10大直属站、20个村居特色站和无
数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全盘发力，连点成
线，织线成网，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域
覆盖，真正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到
群众的心坎上。”

新风进小院 沁润百姓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秦皇岛北戴河篇

▲石家庄市桥西区一家餐饮企
业带有文明用餐宣传语的外卖盒。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8 月 17 日 5 时，阜城县
古城镇殷灰窝村村民殷庆贵
起床了。夏天天亮得早，瘫痪
在床的岳母醒得也早。

“娘，今儿早上想吃点
嘛？”殷庆贵边给老人擦手擦
脸，边耐心地问，“想不出来
啊，那咱就熬点儿粥，行不？”

年近90岁的岳母，生活
不能自理，全靠殷庆贵照料。
1996年妻子去世后，殷庆贵
就带着对她的承诺，悉心照
顾岳母，像对自己的亲娘一
样。“做人要讲良心，既然答
应了，就要做到。”

殷庆贵和妻子是同村，
知根知底，婚后有了可爱的
女儿。妻子照顾全家人的生
活，他外出打工挣钱，生活美
满幸福。手里有了钱，他们还
翻盖了家里的老房。

不 幸 总 是 来 得 突 然 。
1996年妻子身患重病时，女
儿刚刚 10 岁。从那时起，他
回到家里，照顾妻子和老人
孩子。“日子过得真难啊，上
有老下有小，为了看病家里
的钱也折腾没了。”

病魔无情，最终夺走了
妻子的生命。因父亲去世得
早，临终前，妻子放心不下
母亲，担心自己走后，母亲
没有人照顾。看到她的担
忧，殷庆贵向妻子立誓：“你
娘就是我亲娘。你放心，我
一定会照顾好她，为老人养
老送终。”

从立下誓言的那一天
起，如山的责任，就落在殷庆
贵肩头。

妻子去世当年，岳母也
瘫痪在床。老人的身边离不
开人，他不能像村里其他人
一样外出打工，只能在家一
边种着 5 亩地，一边照顾岳
母。他从来没有空闲的时
间，偶尔出家门买东西或者
办 事 ， 时 间 也 不 超 过 半
小时。

随着岳母年龄增长，殷
庆贵的工作量也与日俱增，
每天为老人端屎端尿，更换被褥、衣物，给老人洗
脸、刷牙，还要定期给老人理发。他还自学按摩，
每天定时给老人泡脚、做按摩。

有时，老人发脾气，他就给老人讲笑话逗老
人高兴。每次吃饭前，他都要先询问岳母想吃什
么，然后按照岳母的嘱咐准备饭菜。出去买包
子，他也是买 3 种口味的，等岳母选完适合自己
口味的，他才吃剩下的。

常言“久病床前无孝子”，而今“瘫痪在床有
贤婿”。对于女婿做的这一切，岳母看在眼里，既
感动又心疼。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夸赞，“他
可是大好人！”“他把岳母照顾得忒好啊，那真是
没话说！”

殷庆贵的孝心、善举，无形中也影响着女儿。
她最能体会父亲的辛苦，初中毕业后选择就业，帮
着父亲照顾姥姥，分担父亲的压力。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如今女儿也已成家立
业。街坊邻居都劝他再婚，他总是憨厚地回一
句，“再等等吧，再婚了老人在这个家就待不踏
实了。”

“谁没有老的那天，岳母也是娘，尽孝是应该
的。”殷庆贵说不出啥大道理，话语很朴实：“要对
得起媳妇当年的嘱托，让老人安度晚年。”

殷庆贵的事迹在当地传开了，也感动了很多
人。他先后获得阜城好人、阜城县2018年度道德模
范等荣誉称号，今年又被评为“河北好人”。

诗社的会员们在润新小院里以诗会友，尽情畅谈。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 悦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侯壮、王阳）“一米线”
是健康安全线，是文明风景线。8月13日，廊坊市
启动“守住‘一米线’ 健康你我他”行动，进一步凝
聚群防群控的社会共识，号召广大市民在生活中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文明就餐、文明乘车，守
护文明健康，构建文明秩序。

据了解，“守住‘一米线’ 健康你我他”行
动是“廊坊有礼·文明健康”行动常态化重点开
展的十二项行动之一。该市在医院、火车站、汽
车站、博物馆、图书馆、银行网点、学校等公共
场所入口、服务窗口的地面新设置或完善“一米
线”标识，提示引导人们主动保持一米距离。各
家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前哨”和“探头”作用，
切实把“一米线”要求贯穿到各个医疗环节，让

“一米线”真正成为人民健康的守护线，切实做
好“廊坊有礼·文明健康”行动的宣传员和践
行者。

笔者在市中医院注意到，从进入门诊大厅的预
检分诊处到大厅内的挂号、取药处，都有明显的

“一米线”标识，广大患者大都能自觉保持安全距
离，文明排队等候。“‘一米线’不仅是疫情期间
的防护措施，也应该成为人们生活中常态化的文明
习惯。”市民朱岳说，让“一米线”最大限度发挥
实效，需要广大市民积极配合，通过自身的文明行
为，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廊坊启动“守住‘一米线’

健康你我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