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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押金制、卡供应、限时间……

“光盘新招”能撕去自助餐“浪费”标签吗？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王默玲、滕佳妮、龚雯、徐骏

记者在走访中也感受到，全
社 会 厉 行 节 约 的 新 风 尚 正 在 得
到 广 泛 响 应 。 入 场 交 押 金 越 来
越 能 被 接 受 ，不 少 食 客 表 示“ 每
次夹取或点餐的时候，都会掂量
掂 量 ”。 但 要 彻 底 告 别“ 自 助 餐
心 态 ”，靠 的 不 仅 是 一 个 个 限 制
浪费的“新招”，更有赖于杜绝浪
费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新风
尚 之 下 店 家 更 加 高 质 量 且 精 细
化的服务。

“放任不管当然不行，但是管
得太多也不行。”余晓彤说，“我觉
得自助餐厅与其让服务员‘掂量

着 ’上 菜 ，不 如 让 服 务 更 加 精 细
化，哪怕让服务员多问一句‘您最
想吃什么，我们先上’。”

郑 昊 则 认 为 ，自 助 餐 杜 绝
浪 费“ 过 程 控 制 比 结 果 控 制 更
重 要 ”，“ 总 是 盯 着 食 客 最 终 浪
费 了 多 少 ，不 如 在 过 程 中 就 强
化 不 要 浪 费 的 理 念 ，服 务 员 多
对 消 费 者 的 过 度 拿 取 食 物 行 为
进 行 提 示 ，对 浪 费 的 后 果 稍 加
提 醒 ，我 相 信 绝 大 多 数 人 还 是
能听进去的。”

“针对自助餐浪费现象，首先
应 该 加 大 节 约 行 为 的 引 导 和 提

倡，至于自助餐浪费到底该不该
罚以及罚多少，应该以店家和顾
客双方的约定为优先。”上海君澜

（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何至诚认
为，“比如二维码点餐时，店家可
以事先给顾客一个浪费行为规范
惩戒的约定，只要顾客同意就有
了电子合同的效力，能在无形之
中强化顾客的节约意识。”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消费者
对自助餐的理解不断改变，以及
餐厅在控制成本和拉新留客之间
形成更好的平衡，相信自助餐的

“浪费”标签也将逐步撕去。

随着科技发展、时代进步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家
书屋也暴露 出 一 些 弱 项 和“ 短
板”：有的跟不上农民需求，冷
冷 清 清 ；有 的 不 合 群 众 口 味 ，
配 书 质 量 参 差 不 齐 …… 如 何
走上“有效对路”的发展模式，
满 足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需要？

中宣部等十部门印发《农
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
务效能实施方案》，推进农家书
屋提质增效。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
南桥镇古坑村的“农家书屋+电
商”服务站，几名村民正伏在桌
前读书阅报。谁能想到，这间
面积仅 30 余平方米的书屋，每
年能为古坑这个省定贫困村网
售各类产品千余万元。

当地政府早早就把握了电
商的趋势，投入了不少力气来
改造书屋、升级网络设施。5 年
来，江西省共建成乡村服务网
店近 2000 家，培训建档立卡贫
困户 6000 余人次。

古 坑 村 农 家 书 屋 管 理 员
彭芳学习香薰饰品制作，一本
本 书啃下来，建起了香薰饰品
生产线，日子越过越红火。看
到 甜 头 的 老 乡 们 纷 纷 找 上 门
来。“电商为农家书屋增添了人
气，使基层文化设施接上了地
气，村民增收致富有了底气，更
鼓足了乡亲们的精气神。”彭芳
颇感自豪。

据 统 计 ，截 至 2019 年 底 ，
全 国 已 有 12.5 万 家 农 家 书 屋
通过各种因地制宜的模式，完
成数字化建设迈向“云端”，提
供 数 字 阅 读 内 容 近 百 万 种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充
分利用数字农家书屋，播放防
疫 读 物 、疏 解 抚 慰 情 绪 、助 力
复工复产，或依托农家书屋组
织农业技能线上公益培训，或
组织管理员“送书上门”“送技
到田”……

开卷有益，润物无声。农
家书屋帮农民富了脑袋鼓起口
袋，成为引领乡村振兴强有力
的精神引擎。

农家书屋，如何打造脱贫攻坚“精神加油站”？
58.7万家农家书屋遍布各地、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累计配送图书超过 12亿册……作为

一项重要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把知识送到了农民群众身边。

推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农家书屋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记者走访发现，随着各地逐步完善

拓展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农家书屋不仅是让农民汲取文化养分的“知识大本营”，也成了农民掌握先进

技能、树立脱贫致富信心的“精神加油站”。

秋意渐浓，但在科尔沁大草
原深处的农家书屋里，热度不减。

吉林省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
族乡迷子荒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
张树森告诉记者，每天都有十多
位村民来此看书读报。“就算是农
忙时候，我们这个书屋也不‘断流
’，不少产业‘排头兵’都是书屋的
常客。”张树森说，以前村子是典型
的“偏、穷、散、乱”村，矛盾不断、风
气不好。书屋成立后，村两委班子
把书屋当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基地，大力支持农家书屋管理
员工作，呼吁大家都来看书，还经
常发放普法、农技等各类资料，组
织群众分享读书心得，村民把“窝
里斗”的精神头放在了发展生产
上，村里的风气逐渐好转，成了有
名的“安、富、强、美”村。

迷子荒村的改变，是全国各
地 农 家 书 屋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的 缩
影。西藏、甘肃、新疆等地，为游
牧群众建立了“马背书屋”；河北、
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地，建设了

“养殖书屋”、海上“渔家书屋”，农
民 群 众 读 书 难 问 题 得 到 基 本 解
决。农家书屋工程自 2005 年开始
试点、2007 年全面推开以来，农民
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的
0.13 册到如今的 2.17 册，增长了近
20 倍。

图书资源是农家书屋的核心
竞争力。建立初期，一些农家书
屋面临书籍陈旧、农民热情不高
的窘境。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有
关部门通过制定农家书屋重点出

版物推荐目录、推荐“农民喜爱的
百种图书”等方式，由“百姓点单”
精准选配了一大批适合农民阅读
的图书，并实现了最新好书快速
配送，江苏“书展选书”、湖北“码
上点单”等农民自主选书模式广
受欢迎。

各地还以农家书屋为载体，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
举办“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我的
书屋·我的梦”等活动，持续激发
农民的阅读热情。

“环江香牛养殖是我们的重
点脱贫项目，今年想成立养牛合
作社，我来这找几本养殖方面的
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产业脱贫户谭壮兵在新建
的农家书屋里高兴地说。

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广西在 135 个安置人口 800 人
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全面建设农家书屋。今年 6 月，首
批 63 家 安 置 点 农 家 书 屋 建 成 使

用，惠及搬迁群众 34.6 万人。
依靠读书拔掉穷根、改变命

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村民向宏建
深有体会。他在农家书屋自学养羊
技术，创办了养羊基地，家里逐渐
富裕起来。此后，他志愿担任了
书屋管理员，先富带后富。村民
尹 德 云 在 驻 村 扶 贫 干 部 的 鼓 励
下，也主动来向宏建这里取经，一
头钻进书屋，从《怎样养鸡》一书

中受到启发，借助助农贷款开办
了土鸡场，年纯收入 20 余万元；村
民覃长友通过查阅养殖资料，并
不断向镇上农技人员学技能，创
办了野猪繁育基地，年出栏 400 多
头……

向宏建把这个 500 平方米、藏
书量 2 万多册的农家书屋，当成了

“黄金屋”。“办好农家书屋，要善
于读书用书，和脱贫致富紧密结
合起来。”他利用书籍报刊，整理

出几十本《科普知识惠民指南》，
帮助种植、养殖户进行农产品深
加工，还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当地经济发展。

基层干部反映，农家书屋既
扶志气、也扶智力，不断激发着农
民群众脱贫致富、创业创新的内
在动力，引导着农民群众形成艰
苦奋斗、自强自立、苦干实干的精
神风貌，在文化扶贫、精准脱贫等
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点多面广：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增长近 20 倍

志智双扶：培育脱贫致富的“硬核”能力

提质增效：迈向“云端”引领乡村振兴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史竞男、任沁沁、刘硕

长期以来，自助餐厅因“不能打包、任吃任取”的业态属性，刺激了小部

分消费者“宁可吃剩，不能吃亏”的“自助餐心态”。

当前，在餐饮业纷纷响应杜绝浪费的新风尚之下，一直难以摆脱“浪费”

标签的自助餐厅，也正从自身特点出发，通过一系列诸如押金制、卡供应、限

时间等办法来减少浪费。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一家中型粤式茶点自助餐厅
的管理者告诉记者，相比同等体量
和类型的非自助餐厅，他们每天因
食物浪费而增加的成本近千元，一
个月下来就是近 3 万元的食物被
浪费。

随着厉行节约、抵制浪费的新
风尚在越来越多消费领域得到贯
彻，针对自助餐这一用餐形式，商
家也在践行“光盘行动”中探索出
不少新办法。

押金制。9 月初的一个晚上，
上海市南京东路商圈一家人均百
元以上的自助餐厅门口依旧排着
长队，自助餐厅门口提示：“买单时
需您另外支付 100 元押金，押金凭
证需保留好不要遗失，用餐两小时

不浪费、不超时，可凭押金单到收
银台退还押金。”

“ 这 个 新 制 度 已 经 实 行 快 一
个月了，除非客人浪费过于严重，
否 则 一 般 情 况 下 都 会 将 押 金 退
还。”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会
有一些客人存在过度浪费情况，
我们会酌情扣除部分押金，有顾
客认罚，还有一些顾客会选择把
食物吃掉。”

卡供应。上海市徐汇区一家
日料自助餐厅内，墙面、餐桌上都
有“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拒绝餐饮
浪费行为”等标语，用来提示客人
不要浪费食物。在取餐台旁边也
摆放着“每人每次限领 1 份”的提
示标牌，对于拿取食物比较多的

客 人 ，工 作 人 员 会 进 行“ 少 拿 多
次”的善意提醒。记者在走访中
还 发 现 了 一 种 半 自 助 化 点 餐 模
式，尽管也是缴纳固定费用入场，
无限量吃到饱，但这类餐厅是由
服务员提供点单、上菜服务，只有
少数的蔬菜水果调料等让消费者
自取。

限时间。有的自助餐厅则在
就餐时间上做限制，一般点餐限时
一个半小时，用餐时间两小时。还
有自助餐厅采取分轮点餐的模式，
消费者最多可以点餐 3 轮。北京
某自助餐厅店长认为，分轮、限时
点餐的自助餐模式，消费者可以对
自己的胃口进行预判，比单纯提醒

“勤拿少取”更有实际效果。

尽管厉行节约已成社会共识，
但在自助餐这种餐饮形态中，浪费
现象仍时有发生。

记者在一家烧烤类自助餐厅
看到，店家提供的餐食种类高达百
余种，几乎每一桌都被餐碟堆满。
服务员告诉记者，尽管有入场押金
在，但食客图一时新鲜而多拿食物
最后却吃不下的现象仍较常见。

——规则好立不好守。以南
京东路的烧烤自助餐厅为例，押
金条例上写明了“剩余餐食超过
150 克，押金恕不退还”，但实际操
作中，所谓的“150 克”也只是服务
员的“目测”，“只要看起来不吓人
就行”。

而在另一家点餐制的自助餐
厅，虽然规定了点餐轮数，但实际
操作中服务员坦言，“轮数”很难把
握，“有时候就加了一杯果汁，你要
是算一轮，顾客会不高兴。”在上海
白领余晓彤看来，自助餐厅设立的
所谓克重、轮数、时间限制，很难具
备强制性，“久而久之，大家觉得也
就是个‘幌子’，不遵守也没关系。”

——店家“松紧尺度”难拿捏，
用餐体验和杜绝浪费需平衡。“我
们其实也很难 办 ，要 是 严 格 执 行
所谓的克重限制，按道理哪怕超
过一克也是要罚钱的，但罚还是
不罚？罚多少？这些都是问题。”
一家海鲜火锅自助餐厅的店长郑昊

表示，“饭店做的是口味和人情，不
近人情地要求顾客可能会降低用
餐体验。”

——食客担心“实惠不成反被
坑”，限制一多难“自助”。合肥市
民黄阿姨是自助餐厅的常客，在她
看来，“吃自助餐图的就是实惠，得
到实惠的同时确实不该浪费”。但
她也表示，有的自助餐厅按照就餐
人数准备食物，上餐期间不是把食
物一次上齐，而是根据情况适当上
菜，“这就导致我想吃的、价格稍贵
的食物迟迟不上，能填饱肚子的、
单价较低的食物却上得又快又多，
让人怀疑是不是商家以防止浪费
为由降低成本。”

面对少部分人的“自助餐心态” 商家“新招”不断

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止住自助餐“剩宴”三难待破解
节约风尚正流行 “新招”还需精准“下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