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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以良法善治制止“舌尖浪费”
如今，总有一些人在“吃”

这件事上很任性：片面追求“上
档次”，用餐“只点贵的，不选对
的”；剩饭剩菜不打包；自助餐
消费时超量取餐，“把花出去的
钱吃回来”……随着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一些“舌尖上的浪
费”现象有不断加剧之势。以
往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除了进
行道德谴责外，似乎也没别的
好办法。不过，随着反食品浪
费法草案日前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治理食物浪费
恶习今后将有了法治手段。

为何要制定反食品浪费
法？现实性不言自明，主要针对
的是当前社会上一些领域和环
节、一些人身上长期存在的食品
浪费行为。相关部门日前发布
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当前中国
粮食浪费主要存在于商业餐饮、
公共食堂和家庭饮食等消费环
节，仅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就
达170～180亿公斤，这还不包
括居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
费。而从全球看，每年的食物浪
费量更加惊人。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
中，约有1/3被丢弃或浪费，相
当于13亿吨粮食。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粮食产
量尽管连年丰收，但粮食中长期

供求仍呈紧平衡状态，影响粮食
安全的潜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
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决不能
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

从普通人的感受看，中国经
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家的
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温饱问题基
本得到解决，但在很多家庭的消
费支出中，食品依然占比很高。

食物浪费不是中国人的传
统，一些人的陋习必须革除。对
于制止餐饮浪费，长期以来我们
主要依靠道德倡导和个人自律，
一些地方此前也出台了一些规
范性要求，但条文分散且可操作
性不强，这种“软约束”的效果有
限。因此，以立法的刚性反对食
品浪费就成了底线要求。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可谓
正当其时。草案提出，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和各相关环节中
的粮食、食物、食品浪费行为。
比如，公务活动用餐推行标准化
饮食；餐饮服务提供者诱导、误
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
费的将被处罚；消费者如果造成
明显浪费将被收费等，这些规定
让人真切感受到该法立足于系
统性治理，有利于建立反对食物

浪费的长效机制。
当然，有了良法还要善治。

要避免治理陷入“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怪圈，就要加强监管的系
统性和协调性。要根本解决粮食
浪费问题，应在粮食、食物、食品
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收购、
消费等各个环节加强监管。当

前，不妨以餐饮环节作为切入点，
以防止食物浪费为重点，同时对
相关环节的监管力度不放松，方
能最大程度遏制浪费。

“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
鼎？”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传承
中华民族的勤俭节约之风需要
道德约束，也需法治护航。当

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严格
执行、完善落实，才能以良法善
治之功，收移风易俗之效。而要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让珍惜粮食成为每个
公民的生活习惯，需要我们付出
更多努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李华林

元旦过后、春节在即，消费
市场热度开始攀升：抢购车票、
置办年货、挑选礼品、计划出游
……然而，在消费者打开手机支
付跃跃欲试之际，一些不良商家
和平台也在悄悄“下套埋雷”。

例如，为了刺激消费，有不
少商家推出了“分期付款”“0息
购物”等销售活动，把价格高昂
的商品包装成月付“低廉”的促
销好物。然而，有些所谓的“0
息”并不是真正的零成本购物，
算上服务费、手续费、逾期计费
等隐藏费用，其实际综合年化利
率水平可能远高于正常利率水
平，消费者最终付出的成本可能
远远大于心理预期。

个别支付机构和互联网金
融平台也不愿“坐失良机”，借
着节日契机宣扬“借贷消费”

“超前享受”，对贷款产品过度
包装，并一再降低准入门槛，诱
导金融知识薄弱、没有稳定收
入来源、缺乏还款能力的群体，
走上无节制消费道路。

此外，随着节日消费集中
释放，移动支付也迎来使用高
峰，支付安全事件频频发生。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移动支付应
用软件漏洞及支付认证缺陷
等，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账号
密码甚至账户资金。同时，有
些消费者警惕不足，随意扫不
明来历的二维码，注册不可靠
软件，也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甚至遭受金钱损失。

面对种种消费诱惑、消费
陷阱，消费者要想买得开心，
还需擦亮眼睛，理性消费。一
方面，要算好经济账，对自我
经济承受能力有正确评估，不
过度依赖借贷消费，并在借贷

消费之前充分了解借贷息费
价格、期限、还款方式等与自
身权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
以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要
增强安全支付意识，切勿轻信
他人的付款要求，不随意点击
网页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等，付
款前要认真核查网址、工商执
照等信息，选择正规、安全的
交易平台进行交易，避免遭受
经济损失。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则要
对一些带有欺骗性的营销行
为，比如诱导过度借贷、虚假宣
传“免息分期”等，加大管理和
惩戒力度。支付机构和互联网
金融平台在诚信、规范经营之
外，也要提高风控水平，采取积
极有效的手段堵住技术漏洞，
守住互联网金融安全防线，确
保消费者买得畅快，买得安全，
买得放心。

节日消费还需擦亮眼睛
□ 毛同辉

首都北京和“未来之
城”雄安之间距离更短了！

日前，联通两地的京雄
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自
此，从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
最快仅需50分钟，大兴机场
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
可达。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
际，京雄城际铁路的开通运
营意义非凡。

京雄城际铁路开通将
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引
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是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中亦有着非同寻常的战
略意义。作为雄安新区的
开路先锋，京雄城际铁路将
成为支撑北京新两翼展翅
高飞的“动脉线”、雄安新区
实施千年大计的“起跑线”，
助力雄安新区有效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产
业聚集，为千年雄安宏伟蓝
图的实现插上腾飞翅膀，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

京雄城际铁路让京津
冀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交通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
口”和“先手棋”。雄安站是
京雄城际铁路规模最大的
新建车站，也是雄安新区开
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未来将成为我国
“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新枢
纽，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
天津、石家庄等京津冀主要
城市的快速联系，融入京津
冀城际铁路网，打造轨道上
的京津冀，让京津冀协同发
展动力更强、信心更足。

2020年以来，“新发展
格局”成为中央多次强调的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无
疑是举足轻重的重大战略
之一。相信，京雄城际铁路
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跑
出“加速度”的同时，也必将
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进程中迈出的可喜一步。

京津冀协同发展
驶入快车道

“扫码支付谨防信息被盗”“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

度借贷”“理性对待促销活动”……近来，多地发布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过节“买买买”时要擦亮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