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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群英谱

约了几次，刘运浓答应见面聊聊。
刘运浓，女，1979 年出生，慈利县零溪镇人，许家坊土家

族乡扶贫站站长。7 月初，见到她，她正准备到结对帮扶户家走
访。

2015 年，刘运浓开始干扶贫工作，因工作出色，2016 年被
调许家坊土家族乡任扶贫站站长，开始肩负起一个乡的脱贫攻
坚使命。

其时，刘运浓的小孩正读初三，丈夫在龙潭河镇交警中队
上班，孩子一个人在慈利县城上学。孩子正值初升高关键期，
她想多陪陪孩子。把想法跟领导汇报，“脱贫攻坚是目前乡里的
主要工作，你要站好这班岗，家里的困难克服一下。”

就这样，孩子初升高，直到 2019 年高中毕业。四年时间
里，孩子一个人在慈利一中读书，刘运浓夫妻俩奋战在各自的
岗位上，到周末才陪陪孩子。

“过去，有些村民对帮扶干部和村干部有意见，态度不好，
大多是因为他们对村民想了解的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解读不
到位。”从参加扶贫工作伊始，刘运浓就认真学习各种扶贫政
策、文件，不懂的到网上查、向同行请教，重要的内容摘抄、
收藏。

刘运浓全面掌握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政策。乡、村干部遇到扶贫政策上的
问题，都会找她咨询。老百姓对政策的疑惑、不解，通过她的
宣传和精准解读，都变得浅显易懂，难题迎刃而解。

南庄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朱菊竹，因房屋漏雨，居住环境恶
劣，对驻村帮扶干部、村干部有怨言，认为他们不帮她解决问
题。刘运浓在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时，来到她家，发现她家房
屋破烂，居住环境差，将朱菊竹家的居住条件、环境，与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规定的条件一一对应，认定她家符合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将其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78 户 3224 人，几年来，刘运浓
家家户户到，上门宣讲扶贫政策，沟通关系，推荐就业。每走
访一户贫困户，除了工作中的正常登记，她还记录下贫困户的
更多信息，以便更好地为贫困户落实政策，搞好服务。

新界村贫困户田宏金，因易地扶贫搬迁到许家坊村，没有
就业门路，虽住进了新居却高兴不起来。刘运浓在走访中，了
解到他家的具体情况，便记在心里。该乡始源公司招工，第一
时间推荐他爱人到芦笋基地务工，有了稳定的收入，一家人露
出了开心的笑容。

“刘站长好，您帮我看一下村里的贫困户档案规不规范？”
来到浮石村村部，村党支部书记蔡金明一看到刘运浓，忙迎进
办事大厅，将村里整理的相关扶贫档案拿给她审阅。一页一页
仔细翻看，查看到健康扶贫栏，她现场解释，我省贫困人口大
病集中救治病种已由 2019 年的 29 种扩大到目前的 33 种，新增的
4 种是膀胱癌、卵巢癌、肾癌和风湿性心脏病。取消了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同时，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缺
乏合格医生的问题，国家支持鼓励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等方式解决。

“不虚此行，又长知识了。”同行的乡扶贫专干蔡小艳对刘
运浓打心眼里佩服，“全乡所有的贫困户都认识她，她不仅解读
扶贫政策精准，而且对老百姓态度好，一进村就与贫困户打成一
片。”

刘运浓干工作吃得苦、霸得蛮，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认
识高，思路清，业务精，效果好。”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卓丛涛对她
如此评价。

刘运浓：
衔来橄榄献乡亲

易善任 李享

日 前 ， 多 地 、 多 部 门 发 出 倡
议，呼吁崇尚节约、抵制餐饮环节
浪 费 。 记 者 日 前 走 访 发 现 ， 当 前 ，
大部分消费者能够在餐饮消费过程
中自觉做到按需点、不浪费，但餐
饮浪费仍不同程度存在，特别在商
务宴请中情况较为突出。遏制餐饮
浪费难点在哪里，未来将如何进一
步加强监管和引导？记者进行了采
访调查。

餐饮浪费仍不同程度存在
记者近日在多家不同价位餐厅

走访发现，很多餐厅已经恢复到疫
情前的客流量，但在一片热闹景象
中，浪费现象时有发生。

在北京市崇文门商圈的一家人
均 100 元以上的自助餐厅，每桌上都
有 “ 剩 餐 超 过 100g， 加 收 成 本 30
元”的提示。记者看到，大部分消
费者都按需取餐，离开时桌面剩余
餐食不多，但少量消费者存在不同
程度浪费食物的情况。由于餐厅人
气较高，不管剩余多少食物，服务
人员都快速收拾“翻桌”，以便排位
的客人能够迅速落座。近 1 个多小时
的就餐时间里，有三四桌的浪费较
为严重，但工作人员并未要求加收
费用。

在宣武门商圈的一家餐厅，点
菜时，服务员会根据菜量和人数善
意提醒“够吃了，不够再要”。但用
餐结束后，该餐厅内有两三桌存在
浪费情况，特别是主食浪费较为严
重，因为是午餐，几乎没有客人选
择将剩菜剩饭打包带走。

走访中记者发现，有的餐厅从
减 少 浪 费 的 角 度 推 出 了 “ 小 份 菜 ”

“半份菜”“一人食”，但只面向外卖
平台，且菜品种类有限；有的餐厅

仍然在收取总价高于人均消费总和
的包间费用。一些消费者表示，由
于 包 间 费 的 原 因 会 造 成 盲 目 多 点
菜，最终造成浪费。

从 实 际 情 况 看 ， 目 前 ， 家 庭 、
朋友聚会类的餐饮消费浪费情况并
不明显，而以商务宴请为主的餐饮
消 费 则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 浪 费 现 象 。

“虽然近年来公款吃喝得到了有效遏
制 ， 但 一 些 饭 局 转 为 由 企 业 买 单 。
只要能报销，在一定程度上就很难
减 少 浪 费 。”“ 光 盘 行 动 ” 发 起 人

“徐侠客”说。

讲排场、无意识、“不差钱”致
顽疾难治

记者调查发现，餐饮浪费很大
程度上与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餐饮
消费观念、生活习惯及餐饮企业整
体运营水平关系密切。

—— 商 务 宴 请 讲 排 场 造 成 浪
费。某企业员工王女士说，商务宴
请尤其讲究排场和档次，一般人均
消费在 300 到 500 元，稍微高端的局
就达到 1000 到 2000 元。“饭后要是杯
盘一空就会让主宾显得‘扫面子’，
所以菜都往多了点，造成了极大浪
费。”王女士说，有次请客户吃饭，
剩下的饭菜足有三分之二，“商务场
合也不方便安排打包，浪费就浪费
了。”

—— 餐 饮 企 业 水 平 不 一 存 短
板。记者注意到，一些中小餐厅缺
少科学管理，且菜品质量有限，造
成浪费。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贺保贵说，有的餐桌上一整盘
菜都没动，可能就是厨师的水平不
行，一些餐厅一味地搞创新、做融
合菜，什么都有但口味不佳，没有
拿 手 菜 、 绝 活 菜 ， 消 费 者 吃 不 完 ，

即使打包回去也不吃，这就成了下
一个环节的浪费。

—— 买 了 不 做 、 订 了 不 吃 造 成
家庭浪费。采访中记者发现，中老
年群体节约意识普遍较高，反观青
年群体则不然，在餐饮消费中对价
格和数量“不敏感”，时常“冲动采
购”食材存放在冰箱，又因为生活
节奏快没时间做饭，造成了家庭环
节的大量浪费。“日常工作很辛苦，
觉得不能在吃上亏待了自己，虽然
自己一个人住，但常常点两个菜一
份主食，吃一半就饱了，剩菜隔得
时间太长也不敢再吃。”一位经常点
外卖的“90 后”互联网从业者说。

加强立法，紧盯重点
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京京认为，应从加强立
法和宣传教育两个方面治理餐饮浪
费。“加强普法告知，对非主观故意
违规行为，准予整改，避免直接罚
款，同时加强对餐厅巡检。”

目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正
在抓紧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的法
规，完善餐饮节约规范，研究制定
褒 奖 节 约 、 惩 戒 浪 费 的 政 策 措 施 ，
将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

受访者同时指出，法律条款应
更 加 明 确 具 体 ， 加 大 惩 戒 问 责 力
度，对铺张浪费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 一 起 ， 建 立 起 制 度 的 刚 性 约 束
力，有效杜绝餐饮浪费领域的“破
窗效应”。

贺保贵认为，餐饮企业不能机
械 地 、 片 面 地 去 理 解 “ 节 约 粮 食 、
防 止 浪 费 ” 的 号 召 ， 不 应 “ 蹭 热
点 ” 搞 形 式 主 义 ， 而 要 思 想 上 重
视，行动上扎实。

本报讯 9 月 14 日，在湖南红色百年教育基地会议室，前来
培训的 56 名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随着心理专家的提示，在纸
上纷纷画下了自己心中的“房、树、人”。“现在放松下来，感
觉整个身子轻了许多！”参加培训的一位村书记感慨地说。

为有效解决基层干部长期超负荷运转带来的身心压力，切
实把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落到实处，近日，桑植县打破村 （社
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的常规模式，采取分期、分批、分专题的

“小班”授课模式进行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新增身
心疗养课程，借鉴疫情防控三色管理经验，建立三色心理预警
机制，实现业务培训与干部身心健康关注“两手抓两不误”，真
正做到思想减压力，工作添动力。

据悉，此轮心灵疗养培训中，桑植县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了 2
支心理专家队伍，通过组织线上 SCL-90 专业测试、“房树人”
绘画测验对村书记进行“心理体检”，采集心理数据，同时结合

“心理体检”数据，建立对应的红黄绿三色心理预警机制，进行
针对性线下互动，实施分类别分层级心理疏导，同步建立个人
心理健康档案，实行干部心理健康动态跟踪管理。

目前，全县已有 170 人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参与线上线
下心理测评及解压课程，114 名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完成了

“心理健康”建档。 （秦亚）

思想减压力 工作添动力

桑植县实行干部
心理健康动态跟踪管理

本报讯 9 月 15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禁毒知识进校园活
动。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毒品吗？”“我知道，毒品会麻醉我们
的大脑。”活动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互动式教学方式向学生们
介绍了毒品的种类、危害等知识。在法治课堂上，授课者结合
未成年人涉毒犯罪真实案例，对如何识毒、防毒、拒毒做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告诫学生筑牢拒毒心理防线、自觉抵制毒品。

据统计，自开展禁毒知识进校园活动以来，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为各校学生发放宣传单、宣传手册等资料近 500 份。

（本报记者 王妍 通讯员 陶涛）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
禁毒知识进校园活动

编者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首古诗，道出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指示精神，要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全社会就能兴起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

遏制餐饮浪费需要从何处发力？
新华社记者 鲁畅 关桂峰 田晨旭

本栏目稿件均据新华社本栏目稿件均据新华社

午餐时间的学校食堂中，一个冷清的餐余桶、一
堆新鲜的大萝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两者看似毫无
关联，但却同属“光盘行动”的生动细节。

近日，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中旗花胡硕苏木中心校。中午 11 时 50 分，食堂开饭，
各式饭菜飘香四溢，餐桌上的学生们吃得津津有味。
几乎每个学生结束就餐时，都把饭菜吃得精光，手持
光盘走向餐盘码放区。

六年级一班的智媛，正和几名同学一起就餐。“老
师经常强调爱惜粮食，这里的很多粮食，也都是我们
自己种出来的。”她说，现在大家都以“光盘”为荣，

“每次尽量少打饭，不够就再打一份。”
记者发现，餐盘码放区一旁的餐余桶十分冷清，

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偶尔听到“咚咚咚”的餐盘与
桶碰撞的响声时，才知道有人在倒剩菜剩饭了。

“我们学校有 547 名学生，现在都报到了。”该校后
勤主任杨呼格吉勒图说，“每天中午剩菜剩饭不到 20
斤。”

学 生 以 爱 惜 粮 食 为 荣 ， 既 得 益 于 老 师 的 言 传 身
教，也与该校的劳动实践课程有关。

在食堂的蔬菜存放区，一大堆新鲜的大萝卜十分
显眼，这是前几天五年级一班师生的劳动成果。“我们
学校有 180 亩农田，每个班级有一块‘责任田’。”该校
校长吴根柱说，农业生产的春种、夏管、秋收，全校
师生都能参与其中。

“一、二年级以观摩体验为主，从三年级开始，学
生们就要参与劳动了。”该校五年级一班班主任花香
说，她和学生们种过大葱、土豆，也采摘过西红柿、
拔过大萝卜。

每隔一段时间，花香都会指导学生写下参加劳动
后的体会作文。从文字当中，花香感觉到了大家对劳
动、对粮食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在食堂吃的米饭蔬菜，很多都是他
们亲手种下、收获的。”花香说，体验过劳动的乐趣和
辛苦，有利于大家更加自觉地爱惜粮食，“参与劳动，
就是最好的‘光盘行动’实践课。”

一 个 餐 余 桶 、
一堆大萝卜背后的

“光盘行动”实践课
新华社记者 刘懿德

将未吃完的刺身放入主食餐点
里再加工、把整鱼切成小片装进小
盘提供、开展自助点餐计量收费试
点⋯⋯记者近期在杭州多家餐厅采
访发现，适量点餐、不剩菜、不剩
饭 正 成 为 大 部 分 市 民 的 自 觉 行 为 。
同时，餐饮行业也在加快推广“光
盘行动”，引导顾客文明就餐、理性
消费。

在 杭 州 黄 龙 海 鲜 大 排 档 一 角 ，
设有一排自助点餐餐台。每到中午
时 分分 ，， 附 近 便 有 不 少 出 租 车 司 机附 近 便 有 不 少 出 租 车 司 机 、、
上班族来这里用餐上班族来这里用餐，，3030 多种菜品放多种菜品放
在小盘中供消费者适量选择在小盘中供消费者适量选择。。

据介绍据介绍，，自今年自今年 66 月份以来月份以来，，杭杭
州黄龙海鲜大排档平均每天翻台率州黄龙海鲜大排档平均每天翻台率
达到达到 33 次以上次以上，，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50150％％，，然然

而 厨 余 垃 圾 量 却 同 比 下 降 了而 厨 余 垃 圾 量 却 同 比 下 降 了 55％ 至％ 至
1010％％。。““我们会定期培训员工我们会定期培训员工，，点餐点餐
时提倡少点时提倡少点、、适量适量、、不浪费不浪费，，用餐用餐
结束以后服务员会提醒客人尽量打结束以后服务员会提醒客人尽量打
包包。。””杭州黄龙海鲜大排档董事长潘杭州黄龙海鲜大排档董事长潘
建钢说建钢说。。

走进杭州街边的大酒楼走进杭州街边的大酒楼、、小餐小餐
馆馆 ，， 消 费 者 经 常 能 看 到消 费 者 经 常 能 看 到 ““ 不 剩 菜不 剩 菜 、、
不劝酒不劝酒、、不吸烟不吸烟”“”“有一种节约叫光有一种节约叫光
盘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有一种习
惯叫光盘惯叫光盘””等提醒标语等提醒标语。。

杭 州 一 些 餐 厅 还 在 探 索 使 用杭 州 一 些 餐 厅 还 在 探 索 使 用
““数量管理数量管理””来进一步推动来进一步推动““光盘行光盘行
动动””。。

外婆家杭州外卖部负责人蒋贤外婆家杭州外卖部负责人蒋贤
成说成说：：““通过对外卖群体的消费习惯通过对外卖群体的消费习惯
观 察观 察 ，， 我 们 发 现 消 费 者 有 小 分 量我 们 发 现 消 费 者 有 小 分 量 、、

多样化的点餐需求多样化的点餐需求。。为此为此，，外婆家外婆家
推 出 了推 出 了 66 款 小 份 菜款 小 份 菜 ，， 包 括 萝 卜 筒 骨包 括 萝 卜 筒 骨
煲煲、、糖醋里脊糖醋里脊、、酸菜鱼等酸菜鱼等，，都很受都很受
欢迎欢迎。。””

杭 州 市 商 务 局 调 研 员 王 宏 介杭 州 市 商 务 局 调 研 员 王 宏 介
绍绍，，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杭州市商务局已对杭州市商务局已对
杭州主城区杭州主城区 200200 多家酒楼多家酒楼、、餐厅餐厅、、饭饭
馆进行了馆进行了““文明餐桌文明餐桌””情况重点督情况重点督
导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
让 光 盘让 光 盘 、、 节 约 的 餐 桌 风 尚 深 入 人节 约 的 餐 桌 风 尚 深 入 人
心心。。””

杭州餐饮旅店行业协会秘书长杭州餐饮旅店行业协会秘书长
尹丽华说尹丽华说，，杭州已在全市范围开展杭州已在全市范围开展
文 明 餐 桌 宣 传文 明 餐 桌 宣 传 ，， 做 好做 好 ““ 光 盘 行 动光 盘 行 动 ””
专项督促专项督促，，引导更多单位引导更多单位、、个人成个人成
为文明餐桌行动的践行者和文明风为文明餐桌行动的践行者和文明风
尚的传播者尚的传播者。。

杭州多家餐饮企业用“数量管理”等
举措推动“光盘行动”

新华社记者 张璇

小串糖葫芦，可爱还节约。夜
幕之下，济南宽厚里美食街上的喜
识冰糖葫芦店门口，十几名游客在
排队。他们面前是一排排小串糖葫
芦：短短竹签上只有两颗山楂，山
楂内是精心制作的馅料。

大串糖葫芦，好看却浪费。“很
少有人能在小吃街上吃完大串糖葫
芦，不少人吃几口就扔了。”喜识冰
糖葫芦店店长杨立彬告诉记者。亲
手制作的糖葫芦经常被浪费，他们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于 是 ， 小 而 萌 的 糖 葫 芦 “ 上
线”了。“对于吃完这家吃下家的食
客来说，小串糖葫芦的样子萌、量
正好、易打包。”杨立彬说。

近几个月来，这家占地 20 多平
方米的店铺，每天至少能卖出 2000
串糖葫芦，高峰时一天能卖出 5000
串。

店员们谈到这些数字时咧着嘴
笑，他们更开心的是，终于做到了

“每颗美食都不被辜负”。
宽厚里，山东济南“网红”美

食街，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蒸腾着
热气。“宽厚”之下吹来节俭风，一
些小吃店对休闲食品做出了新尝试。

距 离 糖 葫 芦 店 不 远 处 的 爆 肚
店，小碗、中碗、大碗、全家福四
种分量的模型，醒目地摆在窗口。

“一个人吃的话，推荐您买个小
碗的。”在女顾客点单前，爆肚店店

长于潇先开了口。
“山东大汉做生意，常觉得要给

足、给多才显得热情好客，但这样
却容易造成浪费。”于潇等店主动了
心思，费了脑筋。

在宽厚里 380 余个店铺中，小吃
店占了大部分。周末，这里单日客
流量能超过 4 万人次，游客丢弃的剩
饭、未喝完的饮料、包装袋等，一
天能装满七八百个垃圾桶，让 40 名保
洁人员从早忙到晚，难得片刻休息。

“期待更多店铺推出精细化小吃
品类，既能让游客吃得尽兴，也能引
导游客践行节约‘新食尚’。”济南世
茂广场宽厚里项目负责人张淼说。

“每颗美食都不被辜负”
——“网红”街宽厚里的节俭探索

新华社记者 张力元 闫祥岭

“张贴文明用餐行动标语；建议企业在菜单上标明
菜品分量；积极推行公筷公勺制⋯⋯”为提倡“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西藏自治区烹饪餐饮
饭店业协会近日发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倡议
书。记者走访了解到，许多餐饮企业第一时间响应倡
议，采取有效措施，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餐饮业
常态化工作，力戒“舌尖剩宴”。

在拉萨万达广场，记者看到，“文明用餐、节俭惜
福”“适度点餐、拒绝浪费”⋯⋯在商场电梯间、走廊
过道上，类似的“文明餐桌”提示语随处可见。到了
饭点，不少市民来此就餐。“餐厅的餐桌上都有‘节约
粮食’的宣传标语，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特别是火锅
店里还有专人提醒，所以我们都是适量点餐。”市民马
仲民说，“即便有时候吃不完，我们也会打包带走，给
孩子灌输节约粮食的观念。”

除了消费者的自觉外，餐饮店也新招频出，引导
文明用餐。“从 9 月起我们对内部员工开展了‘光盘行
动’主题宣教活动，旨在倡导‘文明餐桌’行为，提
倡文明用餐的良好风气。”拉萨一家川菜馆经理赵兴成
说。为了落实好这项活动，该店专门制定了“光盘行
动”实施方案，并加强管理，抽调人员现场监督。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员工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不浪费不仅是一种文明行为，也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
尊重。”赵兴成告诉记者，餐厅对店内的点餐人员专门
进行了培训，要求他们根据顾客人数及其需求，合理
提供餐食搭配。“通常情况下，如果是 8 位客人就建议
点 7 个热菜，服务员会提醒并引导客人不多点，不浪
费。我们还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了‘提倡剩餐打包’
的标志志，，顾客就餐完毕如果还有剩餐顾客就餐完毕如果还有剩餐，，我们便免费提我们便免费提
供打包服务供打包服务。。””赵兴成说赵兴成说。。

据了解据了解，，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拉萨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拉萨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
““文明餐桌文明餐桌””行动行动。。目前目前，，拉萨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拉萨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
““文明餐桌文明餐桌””自主实施率已达自主实施率已达 7575％％，，群众知晓率已达群众知晓率已达
8080％以上％以上。。西藏自治区烹饪餐饮饭店业协会会长褚立西藏自治区烹饪餐饮饭店业协会会长褚立
群表示群表示，，今后今后，，拉萨各家餐饮企业要将制止餐饮浪费拉萨各家餐饮企业要将制止餐饮浪费
纳入餐饮生产纳入餐饮生产、、加工加工、、服务的全过程服务的全过程，，同时将文明用同时将文明用
餐的理念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餐的理念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

小餐桌大文明
——西藏拉萨“文明餐桌”

引领新“食”尚
新华社记者 唐弢 侯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