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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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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以来，连续多日的骄阳
高悬于达城上空，仿佛让人置身
于火炉之中。室外到处滚滚热
浪，若能有一片阴凉，一阵清风，
那便足以让人舒坦。而我们身
边也有着一群人，他们就好比炎
炎夏日里的阴凉，他们那如清风
一样的微笑为我们带来舒适的
消费体验，他们就是奔忙在餐饮
服务业第一线的员工们。

本期“记者走基层”栏目继
续带来他们的故事，近距离去感
受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此次，记者来到了达城餐
饮界有名的知味苑酒楼，采访一
线员工贾小丽，近距离交流后发
现在她的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
经历。

作为一名来自渠县土生土
长的川妹子，在贾小丽身上有着
乡村人所特有的坚韧、勤劳与质
朴的品质。在工作中她也展现
出了一种好学、踏实、待人诚恳
的优点。与她交流之后，记者了
解到她这一路的坎坷与曲折。
作为一个乡下姑娘，她本可以在
家人的陪伴下，无忧无虑地享受
着自己的青春时光。然而前些
年，家中突逢变故，为了生计她
被迫远离了家乡，而去了经济相
对发达的沿海城市漂泊。独自
在外工作的她时刻牵挂着家乡
的亲人，在外工作几年后，家中
父母渐渐地都衰老了，身边需要
有子女照看，这就使得她决定去

寻找一份离家稍近些的地方工
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进入知
味苑做了一名服务员。面对来
之不易的机会，贾小丽十分珍惜
这一份工作，每次在接受业务技
能培训时十分用心，因为她明白
在她的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那
就是学到优秀服务技能后，用最
贴心的服务来对待来知味苑酒
楼就餐的每一位顾客，让顾客感
受知味苑真诚用心的服务，最为
重要的是感恩知味苑在她遇困
之时给予这份宝贵的工作机
会。四年来的学习与历练已经
让她成为知味苑酒楼的业务能
手，也成为酒楼服务员中的佼佼
者，如今的她已经是一名领班管
理人员。领导、同事们的关怀，
和谐的工作氛围也让她在知味
苑感受到家的温馨，坚定了她在
知味苑努力工作的决心，因为在
这里她可以感知到美好的未来
和实实在在的幸福。

记者手记：在这个世上本就
没有什么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需要循序渐进。在遇到困难时
知难而上也可以化困境为机
遇。贾小丽的经历告诉我们，即
便是平凡的服务员岗位，也应该
用心去对待，儿时的经历造就了
她吃苦耐劳、坚韧的优良品质，
也使得在工作上可以进展得如
此顺利。

（田思思）

家庭、朋友聚餐常打包
各式宴请浪费现象突出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喜欢在酒桌上谈
事情，吃喝中建友情，讲究吃喝、讲究排
场，为了款待客人，浪费的现象就常有出
现。特别是逢年过节，餐桌浪费更是惊
人。日前，记者走访了达城一些餐饮店发
现：各式宴请浪费严重，而家庭、朋友聚餐
则打包现象较为普遍，基本不存在浪费现
象。记者在达城某中餐馆看到，一家7口
人就餐后从包厢里出来，一位年轻的男子
手中提着五六个打包的餐盒。该店的服
务员告诉记者：“一家人出来吃饭，通常都
会带上老年人，老年人节约意识强，餐桌
上哪怕剩得不多，也舍不得浪费掉，类似
的打包现象就比较普遍。”说起餐桌上的
浪费，达城多家饭店经营者们纷纷表示，
食客们就餐后若餐桌上剩余食物较多时，
服务员都会主动提醒是否需要打包，但是
客人们打包的意愿并不强烈，老年人打包
的情况较多，年轻人打包的较少。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浪费现象仍然比
较严重。达城某家饭店经理告诉记者，平
时在就餐当中商务宴请、公务宴请、求人
办事、单位聚餐、举办婚宴、寿筵等活动
中，客人通常都没有要打包的意思。不久
前参加婚宴，看到的场景让本报记者颇为
惊讶，每桌有18道菜，有部分客人用餐完
毕不到30分钟，桌子上剩下的饭菜将近
一半以上，梅菜扣肉只吃了两三片，笼仔
粉蒸肉几乎没有动，客人用餐速度快，以
致于后面上来的菜也几乎没有怎么吃，餐
桌上剩余食物如此之多，但是却无一人打
包。邻桌也是一样的场景，有少数客人会
将一些剩下的菜打包带走，但更多的客人
丝毫没有打包的意愿。清理餐桌的服务
员小李看着这么多饭菜被倒进垃圾桶既
心疼又无可奈何，她说：“我们也经常提醒
顾客打包，但对于服务员的劝告、提醒，有
些顾客好像并不在乎。”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勤
俭节约的名言警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
餐桌浪费再次抬头？

多重因素致浪费重现

必要的商务接待和私人宴请是无可

非议的，但是，在有些时候，“餐桌上的
繁华”程度和“重要、热情、面子”画
上了等号。据记者了解，在达城范围
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外就餐时不愿意
打包餐桌上剩余食物，害怕“光了盘
子，丢了自己的面子”，通过摆阔来炫耀
虚荣，获取他人的惊羡。接受采访的市
民张先生表示：“请客吃饭，总担心客人
吃不饱、吃不好，害怕菜点少了会显得
招待不周，难为情。不留下点剩余食物
怕别人笑话自己穷酸。因此在点菜时总
是会多点一些菜来显示自己的热情好
客，吃不完时也不好意思当着客人的面
打包，看着这么多的浪费我还是有些心
疼的。”在一些公务宴请中，因不用个人
掏腰包，点菜时爱讲排场，大量点菜致
使浪费十分严重。另外攀比心理也为浪
费现象重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
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年
轻人消费时喜欢追求档次，盲目效仿进
行攀比，不顾自己的实际消费能力，崇
尚“今朝有酒今朝醉”，当“负翁”层
出不穷时，餐桌垃圾也随之堆积成山。
市民们讨吉心理也加重了浪费重现，尤
其是节假日成为了浪费高发期，为了烘
托喜庆的气氛，讨个吉利，有的市民点
菜时很少会考虑到是否能够吃得完，六
个凉菜、六个热菜寓意“六六大顺”，
十个凉菜、十个热菜叫作“十全十
美”。倘若这样的浪费之风仍然得不到
有效控制，那么将会助长不良风气继续
蔓延。

多方举措遏制浪费

事实上，社会上有各种声音抨击这种
奢侈浪费之风。2013年，“光盘行动”的出
台，使得这样的不良风气得到了一定的遏
制，但是时隔四年之久，浪费之风有重现
之态势。如何才能让外出就餐消费理性
回归？记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第一，消费者要摒弃传统的面子
观，放下虚荣心，让节约意识常挂心间；
第二，餐饮企业主动提供点菜节约提醒
服务，主动向客人介绍菜品特色、质量
和数量，推荐合理配置的菜单，推行小
份餐碟，并提醒顾客按需合理点菜，帮
助顾客把好数量关，从源头上减少浪
费；第三，餐饮企业主动提供打包服
务，让顾客把剩余食物带回家；第四，
餐饮企业要做好节约激励机制，推动节
约风气的形成，消费者在点菜时如果肆
意浪费，又不听劝说，那么经营者可向
其加收一定的提醒金作为惩罚，而对那
些实现“光盘”的顾客，可以在价格上
给予适当的优惠作为奖励，从而带动更
多的消费者跨入节约行列之中。

记者点评：虽然在外就餐浪费现象
有抬头之势，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欣喜的
看到，随着学校食堂半份菜、小份菜的
推出，学生们在校吃饭大多都是根据自
己的用餐量点合适的菜品，学校里的浪
费现象相比较之下有下降的趋势。而
“八项规定”的出台，也有效遏制了公款
宴请的浪费。反对铺张浪费是需要我们
每个人应遵守的美德。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

（本报见习记者 田思思）

反对“舌尖上浪费”成永恒主题

谨防“盛宴”成“剩宴”

倡导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
“光盘行动”距今
已经开展了4年之
久，曾经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这项
行动是否做到了
可持续？舌尖上
的浪费是否会再
次兴起？本报记
者走访调查发现，
已经有不少人又
将“光盘行动”抛
在脑后，餐桌上的
浪费现象“故态重
现”，杯盘狼藉，满
桌子剩菜剩饭，各
式宴请依然还是
浪费“重灾区”，盛
宴变成了“剩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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