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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丁委员您好，近日，我
们收到读者来信，谈到旅游中遭遇的尴尬
事儿，提出希望推动餐盘变小。近年来，
中央大力提倡厉行节约、反对餐饮浪费，
多地都在积极倡导推动小份餐。今年两会
期间您提出推动小份餐的提案。能否请您
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丁梅：确实，今年两会上我特别提
交了 《关于加快推广小份餐 有效防止
食品浪费》 的提案。因为我遭遇了和这
位读者一样的烦恼。我和我先生的休假
时间特别少，每次休假我们都特别珍
惜，会选择自由行，到一个新的目的地
总想多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但因为
在旅行途中没办法打包，如果要多品尝
当地美食，一定会造成不少的浪费。如
那位读者反映的情况一样，我们会觉得
特别可惜。面对旅行途中当地美食的诱
惑，我多次想过这个问题，“能买半份就
好了。”

随后，我跟进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

餐饮行业对常见的四种场景——餐厅就
餐、外卖就餐、食堂就餐、家庭就餐做过
抽样分析，分析显示，每人每餐平均在餐
厅浪费84.6克，外卖浪费57.5克，食堂浪
费60.4克，家庭浪费24.6克。

其中，下馆子是最浪费的，这和我们
一般的感受比较类似。每个人一顿饭浪费
84.6克的食物，两个人就能多出一个人的
食物来。

通过调研我发现，线上餐馆中 10 家
大约有三四家提供小份餐，线下更少，10
家中大约有两家有小份餐。我想，如果推
广小份餐，在餐厅和外卖场景中能尽量减
少浪费的发生，那么将大大减少全社会浪
费的发生。

人民政协报：调研中我们发现，也有
不少老百姓认为量大就是实惠，小份餐是
变相涨价。在这样的社会舆论背景下，小
份餐推行面临阻碍。对此，您怎么看？

丁梅：我认为量大实惠和小份餐的推
广并不矛盾，小份餐主要是为消费者多提

供一个选择，以解决饮食习惯上的差别所
造成的浪费。

我在调研中发现，制作售卖小份餐的
确会因为人工等问题，提高商家的制作成
本，所以我认为小份餐分量是一整份的一
半左右是合理的，同时半份不能半价，半
份价格是全份价格的60%，我认为应该是
比较合理的。老百姓能花更少钱吃到想吃
的食物，相比起花全价浪费更加划算。觉
得一份更划算且能吃完的消费者，买一份
也可以。

我们小时候食物都是定量的，我上大
学时还需要带油票、粮票去学校报到，因
为浪费也没少挨家长的打，所以我们那一
辈人都有非常强烈的节约粮食意识。在如
今这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我也建议，
还要加强宣传引导，促进餐饮消费透明，
鼓励消费者在订餐时适量、适度选择餐
品。对选择小份餐的消费者给予会员积
分、打折、优惠等奖励，引导消费者文明
节约用餐。

人民政协报：作为餐饮的提供方——小
商户们，小份餐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是否
具有可操作性？

丁梅：对于这个群体的可操作性推广，
我认为应该从外卖来着手，外卖大份和小份
主要在于盒子的区别，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商
户们的可操作性，解决现实困难。

在线下推广方面，可以从企事业单位食
堂和中型及以上餐饮单位开始施行，然后再
往小餐饮企业方向推广。同时，采用是否有
一定比例的小份餐作为中型以上餐饮单位评
星评级的标准，这也有助于推广小份餐。

此外，我认为还应该指导出台小份餐
国家标准。比如小份餐可以定为正常菜量
的一半左右，价格适当上浮一点，据我了
解，已经有地方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通
过制定和发布标准，帮助商家利用数字工
具及已有经验，建立适合自身品牌情况的

“小份菜”产品体系。同时，在标准制定过
程中加入对膳食均衡、合理搭配的建议或者
相关的量化标准。 （杨岚）

“我为啥关注小份餐？”
——访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丁梅

既经济实惠，又有益健康，却难以推广

“小份餐”缘何遇冷？

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 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已从道德约束上升到了
法律规范，进入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在中央厉行节约的背景下，2021
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教育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管局五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餐饮
服务经营者要严格执行反食品浪费制度规
范，应“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
该文件成为国家层面推广小份餐的一个重
要时间点。

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
发《关于继续抓好外卖商家营销规范 防
止餐饮浪费的通知》，要求各地督促网络
餐饮平台、餐饮外卖商家严格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相关规定，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持续规范餐饮外卖
营销行为，有效防止餐饮浪费。引导商家
合理确定数量、分量，提供小份餐品，如
实展示餐品信息，发布适量点餐提示。

今年3月28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加强反食品
浪费监管执法，依法曝光餐饮行业违法案
例。完善餐饮领域反食品浪费标准规范，
指导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培树餐饮节
约示范单位。引导餐饮经营主体、外卖平
台完善餐品信息，强化适量点餐提示，鼓
励分餐制，提供小份餐。加强制止餐饮浪
费宣传引导，将反食品浪费纳入义务教育
阶段教学内容，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
全社会反食品浪费。

各地方政府亦积极探索推行小份餐，营
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安徽安庆：2023年，安庆市出台 《推
行“小份菜”改革工作方案》，并纳入市政
府对各县 （市、区） 政府食品安全考核内
容；建立13个市直部门组成的推行“小份
菜”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促进部门协
作、齐抓共管；成立工作专班，组建5个暗
访督导组，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指
导，力促餐饮服务企业推行“小份菜”改
革。同时，将“小份菜”改革、反对餐饮浪
费相关内容，纳入新徽菜名徽厨、百厨百店
百碗评比、营养健康餐厅等活动评先评优条
件，市、县两级财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
推行“小份菜”改革成效明显的，优先纳入
公务接待定点单位。

湖北宜昌：2023年 9月14日，由宜昌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指导，宜昌市烹饪酒店
行业协会、宜昌市信息与标准化所等共同
编制的《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半份菜、小
份菜”行为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
发布。《规范》 划定了餐饮服务单位范
围，兼顾了堂食、外卖等不同用餐形式，
覆盖了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
中央厨房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重点场
景。“正常提供的菜品份量的50%±5%，价
格宜为正常菜品的 60%进行核算，适合 3-
5 人就餐。”这是 《规范》 中对“半份菜”
的术语定义。《规范》 以“公开明示、精
细管理、社会共治”为基本原则，规定了
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半份菜、小份菜”行
为的术语定义、基本原则，并对宣传引
导、经营服务、持续改进等工作做出了具
体规定。

中央和地方多举措推动提供小份餐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氛围。

●餐盘变小的背后是老百姓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呼唤，对餐饮浪费的拒绝，是政府和百姓
朝向美好生活的同向同行。

假期归来，编辑部收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反映：在北
京工作的黄女士说，假期和先生去河南某市旅游，途中到
一家餐馆就餐，看到亲切的菜名，一口气儿点了仨菜，包
括番茄疙瘩汤等等。可菜一上来，黄女士就傻眼了，汤碗
有脸盆那么大。“因为在旅游途中，我们没法打包，眼睁睁
地看着浪费。”黄女士说，一方面感受到老乡们的热情好
客，一方面心疼不必要的浪费。与黄女士有相同感受的消
费者不在少数。比如今年年初，哈尔滨一炮而红，“南方小
土豆”吃上了便宜又大碗的东北菜，还有传统的陕西大
碗，“陕西八大怪”中，“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
在感叹老乡们实在质朴的同时，消费者们直呼“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因为菜量大而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菜点
少了，花样少；点多了，又浪费”“打包回家，等于换一个
地方扔垃圾，餐盒多了也污染环境”。“老乡们热情可嘉，
可是真不应该浪费啊。这年头，人们很少吃不饱，希望老
乡们还能想想怎么能让游客们吃得更好。比如能不能提供小
份餐，这样我们就可以品尝更多的花样儿了。”黄女士说。

（子翰）

出游遭遇尴尬事儿：

想多吃几种美食
奈何量大吃不下

收到读者反映，本报记者特别就北京市场小份餐提供情
况进行了调查了解。

记者走访了北京十余家餐馆发现，在部分火锅店，半份
菜、单人套餐备受青睐；在某西北连锁餐厅，菜单上“烤羊
排”等招牌菜专门标注了“小份”等字眼，其他菜品如黄米
凉糕、蒸饺等也标注了具体个数来提示消费者合理选择餐
量。

拿出手机，打开外卖平台，记者发现平台上出现了个别
以小份餐命名的商家店铺，餐饮品牌商家也开始在自家外卖
平台挂上了“小份”一栏选项，同一家店铺的辣椒炒肉，小
份月售量达 200+，而正常分量月销量仅有 10。单人、双人套
餐的选项也更为多元，价格比单点更实惠。

但在看到改变的同时，记者调查发现，身边提供小份
餐、半份餐的餐馆总体上并不多。多位来自北京、天津的消
费者告诉记者，不管是去饭馆吃饭还是点外卖，感觉小份
餐、半份餐不如以前多了，“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记者在
某外卖平台随机搜索 10 家知名连锁餐厅，其中 7 家搜索“小
份”关键词时，也没有出现相对应的餐品。

部分消费者反映，堂食和外卖平台小份餐种类仍然偏
少，选项有限；定量定价无标准，价格只少了一点点，分量
却少了一半，价格不划算；有的菜品克数等具体信息比较模
糊，容易引发消费纠纷；商家用水蒸蛋、土豆丝、泡菜等此
类低成本的菜来应付平台要求等。

据了解，近些年来，作为“光盘行动”的一项具体抓
手，经过政府自上而下的积极宣传引导，小份餐这一厉行节
约的好理念好做法曾一度成为餐饮行业的“新标配”。不少
地方和餐饮企业曾积极行动起来，但商家基于现实的经济利
益考虑，逐渐丧失了提供小份餐的热情。

部分商家向记者反馈，小份餐提高了餐饮企业运营成
本。这是因为，同样做一个菜，小份和大份的烹饪方法和流
程一样，时间、人力、物力成本都上升了，上菜效率和翻台
率反而降低了，影响餐厅经营业绩。而消费者受“面子文
化”的影响不愿选择小份菜。以量大实惠为口碑的餐饮企业
也认为，小份菜会影响客源。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反馈，之前有一
段时间小份餐 （有地方选用小份菜） 概念很热，但是现在提
得少了。此外，某位食品研究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了解完采
访主题后，迅速在网上展开了搜索，并给中国烹饪协会等多
个行业相关的朋友打去电话，了解小份餐具体概念和通用要
求，他们纷纷表示，目前行业仅小范围对该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未形成广泛的行业共识。

如何让社会对节约的强烈共识化为自觉行动，切实推进落
实国家关于小份餐的指导意见，让老百姓愿接受、有选择，商
家能营利、有意愿推进是目前推进小份餐问题落地的关键。

欲问小份餐何处有？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杨岚

Z 民意聚焦

就读者关注的小份餐问题，日前，记
者采访了多位政协委员，委员们普遍认
为，“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提倡小份餐，
归根结底是为了引领低碳环保、健康饮食
的新风尚，也是健康中国和人们美好生活
所必须。”同时，委员们认为，“小份餐的
推广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政府、企
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

●小份餐的推广将促进健康饮
食习惯形成

“小份餐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是紧密

且复杂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和
东部部分地区，人们的饮食理念更倾
向于传统和丰盛的饮食模式，如大碗
吃饭、大口喝酒等。这些饮食习惯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富足和热
情好客的追求，但同时也可能对健康
产生不利影响。”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顾建文谈到，“从营养角度来看，小份
餐的推广可以有效促进健康饮食习惯
的形成，从而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糖尿
病、代谢紊乱等与饮食过量相关的慢
性疾病。”

具体而言，顾建文认为，“首先，
小份餐有助于减少食物的摄入量。由
于人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吃完眼前的
食物，使用浅盘子可以减少食物的视
觉堆积，帮助消费者更准确地判断食
物量，较小的餐盘和适量的食物可以
减少过量进食的可能性。这对于糖尿
病患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过量摄入
食物会导致血糖水平急剧升高，增加
疾病管理的难度。长期而言容易引发
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

题。”“其次，小份餐的推广可以鼓励
人们选择更多种类的食物，实现饮食
的多样化。”顾建文表示，多样化的饮
食有助于确保身体获得必需的各类营
养素，同时避免单一食物过量摄入导
致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

●需求端变化必将倒逼供给端创新

“推广小份餐出现障碍，我认为主
要 与 商 家 的 经 营 理 念 和 经 营 模 式 有
关。”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开放大学校
长于干千曾进行了多年餐饮行业研究，
他曾了解到不少商家的反馈，小份餐提
高了餐饮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了餐厅经
营业绩。

“其实，商家还是没有清晰准确地
捕捉到正在变化着的消费观。从需求端
来看，健康饮食的新风尚正在形成，当
代年轻人正在寻求更多样化的饮食方
式。”于干千举例，比如现在很多年轻
人喜欢点的轻食餐，实际上就是种类丰
富的小份餐。此外，最近兴起的社区食

堂，消费者可以吃多少打多少，此类的小
份餐运营模式不仅可以让人吃得健康，还
可以防止浪费。

于干千坦言，当代年轻人工作忙、节
奏快，真正坐下来一起吃饭的场景并不
多，公司和食堂实际上都是小份餐的天
下，需求方已经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然
而目前供给方还没有洞察并适应需求方的
这一要求变化，依然按照传统的大份餐的
模式在运营。“这对于商家本身也是不利
的，消费者的需求客观上将倒逼餐饮服务
行业的改革和创新。”

对此，于干千认为，目前核心问题是
需要把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信息对称起来，
通过需求端的变化倒逼供给端的供给，让
商家在菜品设计、流程设计以及服务上作
出创新。

“我们也发现，目前智能化设备的引
入，包括中央厨房的应用，使商家售卖小
份餐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得到了缓解，我
认为，这也是未来小份餐发展的方向之
一。此外，除了倡导杜绝浪费的文明新风
外，还需要树立典型案例。让小份餐的经
营提供者在赚到钱的同时，还能获得美誉
度，得到社会认可，这样的经营模式才能
更大程度地普及。”于干千说。

在价格方面，顾建文建议，可以通过
市场调研和成本分析来制定合理的指导价
格。小份餐的价格应当反映其食物量和营
养价值，同时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套餐组合等方式，鼓
励消费者选择小份餐，从而在不增加经济
负担的前提下实现节约目标。

小份餐大意义
本报记者 贺春兰 融媒体记者 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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