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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持续推进“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餐饮风尚——

让文明节俭成为永久“食尚”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母亲的言传身教
指 引 我 前 行

翟海静

省作家协会会员王英

记录有血有肉的故事 让烈士精神世代传扬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王英，1970 年 8 月出生，

省作家协会会员，献县乐寿镇日新御景

小区居民。作为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同

乡，2019 年初，王英立志要为冀中回民

支队写一部纪实作品。四年多时间里，

她跑遍大半个中国，行程6万多公里，寻

访了 30 多位冀中回民支队战士和 60 多

位知情者。2022 年 9 月，王英罹患乳腺

癌，但她却乐观面对，准备等化疗结束

后，继续踏上寻找老英雄的旅途。2022

年12月，王英入选“河北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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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剩饭，不剩菜，光盘行动从我做
起”“节俭养德，文明用餐”……如今，在
我省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随处可见这样的
文明用餐宣传标语。近年来，我省持续推
进“光盘行动”，通过在餐饮场所设置提示
牌，推行“N-1”点菜模式，推出半份
菜、小份菜等方式，倡导文明用餐，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餐饮风尚。

文明餐桌成效明显

“您现在点的菜量已经足够，如果不
够，可以随时再加。”2月14日中午，省会
市民孙丰伟带着老婆孩子到建华大街万达
广场3楼的一家餐厅吃饭，点餐时，服务员
的“温馨提示”让他感到十分贴心。

不只是孙丰伟，在这家餐厅吃饭的许
多顾客，都听到过类似的点餐建议。“顾
客对我们的点餐建议非常支持，还经常有
顾客给我们点赞。”这家餐厅一位姓李的
服务员介绍，一般顾客进来后，他们会先
询问有几位，方便在点餐时给出建议。餐
厅还推出了小份菜，如小份的布衣神仙
鸡、骨渣丸子等，让顾客既能品尝到美
食，又能避免浪费。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自2013年我省
开展“光盘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和餐
饮企业积极行动起来，将厉行节约纳入食
品加工、餐饮服务的全过程，通过提倡

“光盘行动”、合理点餐、鼓励剩菜打包等
多种方式制止浪费，取得了明显效果。如
今，文明、节俭的餐饮消费行为渐成风尚。

2 月 15 日午餐时间，记者走访了省会
多家餐厅发现，不少餐厅在店堂醒目位置
张贴了“光盘行动”宣传画，有些餐厅的
餐桌上还摆放着“文明用餐，节俭养德”
的提示牌。

“服务员，请帮我们把这两道菜打包一
下。”2月15日13时许，在石家庄市北国商
城7楼的一家鲁菜餐厅，市民刘先生和朋友
吃完饭，主动要求将剩下的饭菜打包。

“以前请朋友吃饭，要一桌子菜，吃不
完也不好意思打包。”刘先生说，“现在，
很多饭店里都贴着文明用餐标语，服务员
有时候也会主动问要不要打包。打包带走
最正常不过了，一点也不丢面子。”

厉行节约不只在点餐、打包环节，在
餐饮后厨，一些企业通过提高食材出成率
和利用率来减少厨余垃圾。例如，用辣椒
尾部、芹菜头等边角料腌制泡菜，制作成
员工餐等，实现物尽其用。“过去我们各门
店的餐厨垃圾每天平均6桶，现在减少到1
桶。”省会某餐饮品牌企划负责人介绍，

“光盘行动”推行一段时间后，该餐厅的餐
厨垃圾多数是汤汁儿，或是骨头、果皮之

类，反餐饮浪费效果非常好。

多措并举制止浪费

“讲排场、好面子是过去餐饮行为中出
现浪费的主要原因。”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
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俞静介绍，
前些年，经过餐饮行业的持续努力，浪费
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

但记者走访中发现，随着疫情防控政
策的调整，餐饮行业也渐趋火爆，市民消
费热情高涨，浪费食物的现象仍然存在。

不久前，记者在石家庄市勒泰中心4楼
一家经营四川小吃的饭店里看到，有的顾
客盆盆碗碗摆了一桌，吃完离去后，串
串、燃面、麻辣香锅、米饭等，没有一个
是“光盘”的。

“这家小吃店味道挺好的，有点像学校
食堂，想吃什么可以去各个档口随便点。
有时候看着都想吃，就容易点多。”来饭店

“解馋”的省会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
好久没来吃，这次就多点了一些，家里人
不能吃辣，剩下的也就不准备带走了。

“节俭用餐不能仅靠顾客自觉。”俞静
建议，餐饮企业还需创新服务模式，进行
精细化管理，比如在菜单上标明食材分
量、注明建议消费人数。

为了树立节约的消费观念，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省商务厅、省饭店烹饪餐饮行
业协会曾发出倡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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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餐饮业常态化的任务。

全省各地也在纷纷行动。承德市饭店
餐饮行业协会举办“反对浪费 崇尚节
约”倡导文明餐饮活动，就制止餐饮浪费
长效机制提出倡议，号召餐饮经营者和广
大消费者积极倡导文明用餐的新理念、新
习惯、新风尚，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廊坊市各餐饮企业积
极创新服务方式，推行“N-1”点菜法，
如 10 人用餐，点 9 人菜量即可，确保顾客
吃好的同时杜绝浪费。

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保定市红星
路小学通过倡议书、红领巾广播站、电子
屏标语等，倡议师生做到厉行节约，践行

“光盘行动”。辛集市在各中小学开展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
用，将勤俭节约内容有机融入中小学校思
想政治 （道德与法制） 课程教学、中小学
德育课程教学、幼儿园习惯养成等教育环
节之中，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社会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

“光盘”还需持续发力

2 月 16 日，省会中山东路长安万达商
圈的某海鲜烤肉自助餐厅，正值晚餐时
间，有不少顾客排队等候。

“您好，餐费之外，还需要收您 50 元
押金。用餐后没有浪费，押金到时会退还

给您。”一位工作人员向顾客介绍餐厅的
规定。

“自助餐是按需自取，很多人交完钱就
‘放手取餐’，很容易造成浪费。”顾客张女
士对于自助餐厅收取押金的行为表示理
解，“这能够督促一些不自觉的人减少浪
费，有助于大家形成适量取餐的好习惯。”

俞静认为，将“光盘行动”进行到
底，不能仅靠舆论引导，还需制度方面的
制约。邢台市巨鹿县将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融入日常执法检查，聚焦食品消费和销售
环节，通过告诫、提醒等多种方式提高餐
饮单位反对浪费意识。定州市实验中学设
置餐饮浪费曝光台，建立餐饮节约行为考
评制度，把厉行节约情况纳入师德师风、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作为师生评奖
评优考核的重要参考。

2022 年，商务部、中央文明办发布了
《关于推动餐饮行业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
约 反对餐饮浪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研究提出促进餐饮节约的政策措施，对
有效减少餐厨废弃物的餐饮企业以及节约
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将餐饮企业设立的节俭消费提醒制度、餐
饮节约奖惩措施和自身节约能力列入本地
餐饮业发展促进政策和措施的评估内容。

“‘光盘行动’重在行动，贵在坚持。有
了政策的支持，开展‘光盘行动’会越来越有
力度。”俞静认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光盘
行动”终会成为大家的共识，进而推动全社
会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

“二月二龙抬头的好日子，上午 10 点，
终于在干休所见到了冀中回民支队参谋长
的后人……”2 月 21 日，在化疗的间隙，王
英乘火车到成都采访老英雄的后人。采访
结束后，她在朋友圈兴奋地分享着自己的
心得。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一定会走完属
于自己的‘长征’。”谈及寻访英烈及其后人
的事情，王英目光坚定，“我得赶紧治好病，
我还有那么多活儿没干完呢！”

记者：您是怎么想到为冀中回民支队的
英烈们写书的？

王英：我是在 40 岁的时候才开始写作
的。此前，我喜欢看书、写作，但从没想到自
己也能成为一名作家。有一次，我在一本文
学期刊上看到一则征文启事，不知怎么就激
起了创作欲望。在那次大赛上，我的作品获
得了三等奖。

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用“王小丫”的笔
名写作，此后我的作品多次获奖，还入选了
各种散文选本。2018 年 8 月，我参加了鲁迅
文学院河北作家班的一个创作计划，得到了
深入采写马本斋英雄事迹的任务。

在搜集冀中回民支队各种资料的过程
中，很多冀中回民支队战士的形象，越来越
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马旋风”“马老
虎”“小球儿”“金钩儿”……单从战友们给彼
此取的绰号里，我就能看到一个个性格迥
异、饱满鲜活的人物。另外，我从史料中获
知，还有一支渤海回民支队，同样英勇善战，

威震敌胆。这两支回民支队的英雄壮举，让
我深感震撼、深受教育。随着掌握的资料越
来越多，我产生了要为这些英雄写书的
念头。

做这样的决定，我知道不仅需要激情与
热血，更需要坚持与付出。

记者：寻访老英雄的过程中，您遇到了
哪些困难？

王英：在这个过程中，我面对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参加过当年战
斗的冀中回民支队的英雄们，即使健在，也
都年事已高，并且定居在全国各地。当然，这
不是最大的困难，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困
难，是如何找到这些老英雄。

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自己发布征集
信息，发动身边朋友帮助扩散。有一年快过
年的时候，我终于从衡水一位朋友那里获知
了一条线索：有一位冀中回民支队的老英雄
在原兰州军区干休所生活。

刚过完年，我就赶到兰州，见到了这位
96岁的老英雄。老人告诉我很多当时和战友
们战斗、生活的细节，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
创作素材。

从那以后，我打听到一位又一位冀中回
民支队老英雄的信息，我的足迹到达新疆、
宁夏、广西、河南等几十个省份。

每一次成功寻访，对我来说都很“幸
运”。因为老英雄们的年纪太大了，这也让我
有一种紧迫感。每次采访，我都会全程录音
录像，留下宝贵的资料，还要请老英雄们打

下手模。
记者：采访中有哪些让您感动的事情？
王英：感动的事情很多。在保定一个乡

村，我见到了一位 94 岁高龄的冀中回民支
队的回族女战士。我发现这位老人的右臂
上文着一朵梅花，我一直犯嘀咕，这么大
岁数的老人，怎么会有文身呢？原来，这朵
梅花是为了在战斗牺牲时，方便辨认身份
的标志。这朵梅花，让我近距离感受到这
些老英雄当年的悲壮：那是何等的英勇无
畏，随时准备着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慷慨
赴死。

在保定蠡县桑园镇了解当年“桑园突围
战”的经过时，我幸运地找到了村里年纪最
大的一位老人。老人说，当年因为丈夫在邻
村教书，自己听到枪炮响了一天，实在是放
心不下，所以就冒险出村了，结果在交通沟
里，她看到了一位位牺牲的战士。事过多年，
老人仍旧痛惜不已：“都是年轻人呀，他们都
是好孩子！”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一次次出发，
一次次寻访，越来越多鲜活的画面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这让我找到了做这件事的意义。

记者：在寻访途中，您被确诊为乳腺癌，
当时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英：其实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去年
10 月，在出差的间隙，我被查出乳腺癌，需
要做化疗。刚开始化疗的时候，我特别难
受，吃不下饭，后来可以吃饭了，就逼着自
己吃。

我也担心过患病不能继续寻访，可一
想起那些老英雄的事迹，就觉得自己还有
使命没完成。我有亲友是治疗肿瘤的专
家，也跟着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而且现
在有很多先进的治疗手段，我还是很乐
观的。

现在我最挂念的，还是我没有完成的“长
征”。我目前已经寻访到了30多位老英雄，又
新掌握了好几位老英雄的信息，所以我必须
得赶紧治好病，走完属于我的“长征”。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祁洁、徐倩）“出门是水泥路，没事到小
游园散散步，我很知足，还真想不起来提点儿啥建议”“紧靠大运
河是咱村的优势，可以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做文章”……近日，
在沧州市小赵庄乡北赵家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的长廊
里，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坐到一块儿谋划村庄发
展的新思路。

据悉，这条长廊是去年北赵家坟村在拆除违建的基础上打
造的。长廊不仅为村民休闲乘凉提供了新去处，还成为人们议
村情、学政策的地方。

而在小赵庄乡顾官屯村，文明新风的宣传阵地是村里的主
题公园和文明示范街。“浪费粮食真可惜”“天价彩礼要不
得”……走进顾官屯村移风易俗主题公园，一幅幅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的移风易俗宣传展板格外显眼。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凤福
说，他们用朗朗上口的宣传标语，配以生动活泼的漫画、图片，将
移风易俗、村规民约等内容展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播文
明新风气。

此外，顾官屯村还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打造了两条文明示范街，在路两侧设置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统文化、文明新风等内容为主的宣传展牌。“内容简洁
明了，一看就记住了。过去，人们碍于面子，在婚丧嫁娶上互相
攀比。这两年，红白事都得按村里规定的标准办，仪式简单，不
铺张浪费。”说起村风的改变，村民们交口称赞。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照顾爷爷奶奶，到悉
心抚养我们姐妹三人，母亲呕心沥血，一直默默地为家庭付出。
我家没有成文的家风家训，但是母亲的为人处世和朴实的言语
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打我记事起，我们就和爷爷奶奶
一起在老家的“四合院”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父亲在弟兄
五个中排行最小，三个伯父都在外地工作，姑姑也远嫁他乡，于
是，照顾爷爷奶奶的担子就落在了父母身上。

都说婆媳之间难相处，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
从没为生活琐事红过脸。每次做好饭，母亲总是先给爷爷奶奶盛
上。记得有一次母亲烙饼，馋得我肚子咕咕叫，伸手想拿一个吃，母
亲见状，训斥我说：“馋妮子，先给你爷爷奶奶拿过去，回来再吃。”我
撇了一下嘴，手缩了回去。母亲担心饼凉得快，从一摞厚厚的饼中
挑了几个又软又热乎的，用布裹上，才让我给爷爷奶奶送去。

除了做饭，农闲时，母亲还常常腾出时间给爷爷奶奶做布
鞋。奶奶因为裹过脚，集市上买的鞋没法穿，母亲就按奶奶脚的
尺寸做鞋。母亲用纺车自己纺线。纺完线，母亲又戴上顶针，一
针一线地纳鞋底。经过多道工序，一双绵软舒适的布鞋就做好
了，奶奶一个劲儿地夸母亲是当家的好手。

母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孝道、传承着爱心、守护着亲情，为我
们树立了尊老孝老敬老爱老的榜样，也让我们在爱的氛围中长大。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生活在农村的父母来说，靠体力挣
钱实属不易。当时我家承包了8亩农田，为了增加收入，父亲预
留出一亩多地用于种植蔬菜。在西红柿、茄子收获的时候，母亲
会带着我们一起下地采摘。母亲总是叮嘱我们，把最好的摘下
来运到集市上去卖，那些带有伤疤、长得歪头歪脑的才是留给自
己吃的。为此，我没少埋怨母亲，母亲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们：“带疤的既不好看又不好吃，不能拿出去卖给别人。”

春播夏耕秋收获，冬季农闲时，父亲还承揽了一些压胶垫的
手工活来补贴家用。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打发我们上学
后，就接过父亲手中的转盘压胶垫。生胶加热做成熟胶垫的过程
会有刺鼻的味道，呛得母亲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但为了让我们过
上更好的生活，母亲还是坚持做了下来。每次把压胶垫打好箱
包，父亲和母亲就用木推车推到村北大路边，通过过往的公交车
送货。拿到钱时，母亲总是盘算着给爷爷奶奶买补品，给孩子们
买衣服、学习用品，从来不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

后来，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开始变好。1998 年春天，父母用
多年积蓄翻盖了老房子，原来的“四合院”变了样，一座红砖瓦房
套间坐落在院子中央，将长长的院子分为南北两个小院，勤快的
母亲还种了蔬菜和鲜花，让小院变得生机勃勃。

现在家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可是母亲依旧保持着勤劳、节
俭、孝顺的品性。这是她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也在潜移默化
中传递着这一笔财富。

（作者工作单位：石家庄市深泽县卫健局宣传科）

沧州市小赵庄乡

创 新 文 明 实 践
涵 养 文 明 新 风

2 月 14 日，在
石家庄市一家餐
厅里，服务员帮顾
客打包剩菜。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坤晓、孙悦之）“如今在我们村，高价
彩礼、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了有效遏制。村民们
摒弃旧观念，婚丧嫁娶追求简单朴素，少了负担多了文明。”2月
21日，笔者来到晋州市李家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李福强说。

“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蔚然成风的背后，是该村扎实推
动村规民约、制度规范建设。近年来，李家庄村不仅注重硬件设
施建设，更注重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改变村民旧的思想观
念。该村制定了《李家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红白
事都受红白理事会监督，并且投资 86万余元修建了婚宴大厅，
供村民免费使用。

“以前办喜事，锅灶、碗筷、桌椅都得自己借，还得找地方，很
麻烦。现在在村里办婚礼有固定场所，省心省力，还可以节约不
少费用。”村民李萌给笔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如今办一场婚宴能
节约开支近两万元。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近
年来，晋州市224个村子全部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红白理事会，
根据各村村情制定相关村民公约。同时，晋州市通过开展文明村
镇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遏制红白事大操大办、奢
侈浪费、盲目攀比的奢靡之风，形成节约光荣、铺张可耻的良好风
尚，把群众的人情负担减下来，把农村的新风正气树起来。

晋州市

深 化 移 风 易 俗
破 除 陈 规 陋 习

王英（左）和冀中回民支队的老战
士。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