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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粮食安全和生产状况，把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纳

入德育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

同行实现思想和价值的引领。教师言传身教，帮助学生

树立节约意识。鼓励学生用餐时自带碗筷，用餐后自己

清洗，既减少了一次性餐饮垃圾的产生，又有利于自身

健康，防止疾病的传播。组织学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食品浪费法》，增强法律意识。

开展活动：每年10月16日为世界粮食日，学院开展

了“我要光盘、拒绝‘剩宴’”光盘行动，可参与现场

抽奖和免费领取水果，参与光盘行动的师生达1万多人

次。光盘行动加深了学生节约粮食的意识，让节约成为

一种内化的行为。学院团委向全院团员青年发出了“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从你我做起”的倡议，开展了“粒

粒皆不易，光盘我光荣”主题团日活动，号召广大青年

学生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把节约粮食教育与劳动教育

同 安 排 、 同 要 求 ； 把 部 分 劳 动 教 育 课 安 排 在 食 堂 中 进

行。食堂从业人员卫生和场所卫生是饮食安全的重要保

障，将劳动课安排在食堂，学生通过打扫卫生，走进后

厨，了解饭菜加工过程并参与饮食制作过程，如传统节日

举办包粽子活动，让学生切身体会饭菜制作的不易，体

会劳动过程中的辛苦，体会劳动后收获的喜悦，帮助学

生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美丽”的价值观。

3、加强食堂精细化管理，发挥制止餐饮浪费主阵地

作用

第 一 ， 加 强 餐 饮 从 业 人 员 培 训 。 食 堂 定 期 对 餐 饮

人员进行培训，增强餐饮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节约意

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要求其不断提高自身技能，

学习先进的食品知识和健康理念，在日常工作中注意食

品安全，营养搭配；在售饭时注意收集学生对饭菜的反

馈信息；主动向学生提醒按需点餐，避免浪费。通过考

核、奖惩等制度增强餐饮人员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中的

重要作用。

第二，按需定量采购，遵循食材存储保管流程。食

堂管理员密切关注师生动态，每天下午下单采购第二天

所需食材，减少食材过量采购造成的浪费。加强食材在

库保管，落实食材隔墙离地、通风防潮措施，防止食材

霉变。

第三，调整饭菜结构，提升餐饮品质。在学生每次

用餐中，食堂管理人员对学生剩餐情况进行仔细观察，

对普遍剩餐较多的菜品从口味、份量、质量等方面分析

原因，积极改进调整，提升餐饮品质。根据调研开设学生

喜欢的自选菜品模式，食堂采取聘请专业厨师、改善硬件

设施、组织饭菜质量评比、学生代表座谈等措施，进一步

提高饭菜质量，及时调整饭菜结构和改善售卖模式。

第四，按量点餐，杜绝浪费。食堂根据女生多、男

生少的特点，推出了菜品单点模式和自选模式，冒菜、

麻辣烫计量称重模式、面食大小碗模式、快餐自选称重

模式。食堂在现有的“半份菜半价”的基础上，大力推

行小份菜模式，满足不同消费量学生需求。鼓励推行小

份菜，食堂在各楼层专设了“半份菜半价”窗口，部分

档口下午5点后推出打折优惠措施，每天晚上打烊前进行

剩饭剩菜免费赠送活动，减少饭菜浪费。

第五，加强文明用餐监督。院团委组织学生志愿者

每日用餐期间走进餐厅，引导学生文明用餐，制止餐桌

浪费行为。制定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奖惩措施。学院将食

堂每日剩饭剩菜数量作为餐饮公司考核的重要内容，在

学生中设立“节约粮食奖”等相关奖项，对于食物浪费

严重的学生，可以采取媒体曝光、处罚等措施。

学生餐饮浪费行为涉及面广，需要学生、学校、家

庭、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发力，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

取得实效，不能急于求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厉行节

约始于心，反对浪费在于行。学院将在省委、省政府领

导的坚强指导下，深入贯彻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立德树

人的根本宗旨，把“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观念根植

于广大师生的内心，积极营造良好风尚，努力营造“双

高”建设和“十四五”发展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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