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知 行】
星期三

2020.08.19

■责编: 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sjy@126.com

05-08版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选题很惊艳，有很多是我们在一线
实践中正在思考、努力解决的问题。”重
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朱玉娟
在朋友圈感慨地说，“‘后浪’来势汹汹，
未来可期。”

被朱玉娟点赞的，是今年中国绿色
创新夏季学院项目（SICGI）的 43 名学员
和他们的绿色创新方案。

SICGI 项目由清华大学和 Apple 公
司携手打造，通过培训、实习和中国绿色
创 新 竞 赛 ，帮 助 青 年 学 子 实 现 环 保 创
意。今年这个夏天，SICGI 项目在疫情
的不利因素下依然扬帆起航，从国内外
高校中选拔优秀青年学子，对固体废弃
物治理、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管控、特殊
水体污染、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可持续发
展等 11个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抓热点、揪痛点，“后浪”
的研究议题惊艳评委

疫情把项目开展的主阵地从线下转
移到线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隔空
牵手”，在两个月内完成了绿色创新理论
与实践课程，聆听了来自政府生态环境
部门、企业、高校、环境公益组织等领域
专家的 26 场主题讲座，与北京、上海、江
苏南京、浙江嘉兴、湖南长沙、福建宁德

等地的一线工作者进行了 26 次“云访
谈”，通过线上工作坊、在地调研等形式，
完善绿色创新方案。

疫情也引 发 学 员 们 对 于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 问 题 的 思 考
与 关 注 。 比 如 ，“ 探 疫 索 隐 ”团 队 以 疫
情 期 间 武 汉 的 实 际 数 据 为 基 础 ，提 出
我国医疗废物城市应急响应能力建设
方案的设想。“气候之友”团队则关注到
后疫情时代全球气候治理之路，提出国
家绿色复苏的解决路径，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生活中，对于化妆品、护肤品、香水、
防晒霜、染发剂等个人护理品（PCPs），
我们常常关注其成分对人体是否安全，
却忽视了部分成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The green shop 团队依据个护产品的种
类、化学物组分和毒性分析，以国家限量
为依据作为污染计算当量，设计了一套
个人护理用品污染程度计算方法，构建

“PCPs 污染当量元”的概念，并希望以此
为媒介，推动绿色消费指引。就像健身
达人计算食物的卡路里一样，爱美一族
也可以通过计算 PCPs 污染当量元，衡
量自己的个护品消费是否绿色环保。

此外，“加减乘厨”团队聚焦了农贸
市场厨余垃圾就地就近处理的困境；“莫
比乌斯”团队研究农村畜禽粪污循环化
利用问题；“红海行动”团队则关注我国

南方散地红树林保育问题等。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院科

技处处长、正高级工程师陆俊卿点评说，
学员们的研究“涉及气候变化、大气、海
洋、土壤等生态保护工作中的热点、难点
甚至短板问题，体现了大学生的思考和
担当”。

可行性强，专家期待学员
方案落地、推广

平日里，很多家庭有这样的烦恼：含
汞体温计、家中慢性病患者用过的注射
器等，不知如何分类回收；部分药品过期
了留着无用，却又舍不得扔……

这些家庭医用废弃物的收集处置问
题，成为冠军团队——“医新一益”团队
的关注重点。

团队提出，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
为对接居民医用废弃物的回收中心，居
民前进“半公里”，医疗垃圾收运处置企
业前进“半公里”，共同推动医疗体系末
端最后一公里的建设。

此外，团队还建议设置家庭医用废
弃物回收日，鼓励医药生产企业通过医
药产品进社区宣传，优惠换购医药保健
品等活动，系统推动居民医用废弃物的

“周期式”回收与无害化处理处置。

项目方案引起评委们极大的兴趣，
纷纷发问：怎样给予药品生产企业更多
的参与动力；除了立法加以约束外，有无
其他惩罚机制；计划选择什么地方开展
试点？

“这个方案特别有现实意义。”自然
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当即将同学们的方案
拍照分享给就职于一家大型药企的朋
友。电话那头，这位药企伙伴也参与到
项目答辩中，并对学员们提出项目优化
和落地建议。

据悉，本次参赛项目方案设计非常
注重现实可行性。多个方案运用了成本
模拟核算，而在责任主体选择上，也不仅
依靠政府，还考虑到公众、企业、社会组
织等多方力量。

“今天的比赛不是终点。”张伯驹期
待项目的落地试点。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SICGI 项
目主任薛澜也对学员提出期望，希望多
去体会和感受基层生活，补上实践环节，
寻找更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竞赛当日，正值“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正式开始在网上意见征求。清华大
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高
级研究员董煜，现场发出倡议：“希望同
学们把所思考的问题转化为未来五年规
划的内容，我也很愿意把同学们的想法
提交给有关部门。”

方案可行！专家鼓励“后浪”为“十四五”规划建言

“大胃王”式吃播浪费
严重，平台出手监管封号

“是该管管直播的大胃王们了，尤其是
根本不吃全都吐了的那种，太浪费！”网友
梦梦在新闻评论区写下这样的留言。

吃播，即主播通 过 网 络 摄 像 头 ，以 视
频或直播的方式向网友展示其吃东西的
过 程 ，并 以 此 获 得 打 赏 。 随 着 短 视 频 直
播 平 台 兴 起 ，2016 年 开 始 逐 渐 风靡国内
网络。

简单的吃，并不能引发人们的关注，在
流量的带动下，不少直播平台的“吃播”内
容开始转向“大胃王”式吃播。

而吸引流量、迅速涨粉、合作变现背
后，折射的是畸形的饮食文化和不健康的
消费观，“假吃令人不齿，但他们大量浪费
粮食更不应该。”不少网友的观点直指吃播
背后的浪费现象突出。

专家指出，“大胃王”吃播秀是非常不
好的苗头，这种自媒体的消费导向让人非
常担忧，与全社会建立节约意识，减少食物
浪费完全背道而驰。

针对直播中的餐饮浪费现象，记者留
意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
分会日前发文，要求坚决禁止在直播中出
现假吃、催吐、猎奇、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
食，以及其他铺张浪费的直播行为。

“对浪费粮食的行为，一经发现，平台
将在第一时间按违规程度进行处罚。”来自
抖音直播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用户在抖
音客户端中搜索“吃播”、“大胃王”等关键
词，会收到“拒绝浪费，合理饮食”的提示，
呼吁用户珍惜粮食。

快手相关负责人也回应称，一旦发现
用户创作中有暴饮暴食，以假吃、催吐、宣
扬量大多吃等方式博眼球的行为，将根据
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删除作品、关停直播、
封禁账号等处罚，“平台坚决反对餐饮浪
费，倡导勤俭节约，请大家合理膳食，杜绝
浪费。”

大型聚会浪费达38%，
节约美德兼具警示意义

“吃播”仅仅是一个规模并不庞大的群
体，但给普通人做出了恶劣的行为导向。
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一些浪费粮食的行
为并不罕见。

如自助餐厅中，人们往往会“眼大嘴
小”，剩下很多吃不完的食物。尽管不少自
助餐厅贴有“浪费罚款”等标语，服务员也
会善意提醒顾客吃多少取多少，但在实际
运营中，真正的处罚并不多。

外 卖 点 餐 中 ，餐 厅 设 置 的 菜 量 往 往
不 是“ 量 身 定 制 ”，也 造 成 不 少 浪 费
问题。

生活中，更有不少人虚荣心作祟，在婚
宴接待、商务宴请、寿宴、满月酒等场合，以
客人饭菜剩得多为豪，铺张浪费现象屡见
不鲜。

数据“触目惊心”。来自联合国粮农组
织《2019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1/3 的粮食被损耗和
浪费，每年总量约为 13亿吨。

一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城
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更具有代表性。课
题组在 2012 年至 2015 年，走访了北京、上
海、成都、拉萨 4 个城市的 366 家餐馆，发现
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
93 克，大型餐馆、游客群体、中小学生群
体、公务聚餐等是餐饮食物浪费的“重灾
区”，大型聚会浪费达 38%，而学生盒饭有
1/3被扔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
院长郑风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舌尖
上的浪费”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我们国家
也很严重，人们请客吃饭浪费非常严重，尽
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
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

郑风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让公众对
分餐制的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分餐制还有

一个优点就是按量做菜、杜绝浪费。
虽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仓廪充

实不是挥霍浪费的理由。中国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也表示，当前，整个国际环境复
杂多变，全球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倡导勤俭
节约，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对新
生代有很好的教育警示意义。

发出倡议建立机制，源
头“止费”多方行动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记者梳理发
现，截至目前，全国至少有 28 个省份的政
府部门、省级餐饮饭店协会或消费者协会
发出倡议书，倡议企业及消费者杜绝餐饮
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

8 月 12 日，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烹饪
协会、中国饭店协会等机构联合向全国餐
饮行业发出倡议书，建议餐饮企业建立惩
戒机制，在点餐环节，要对顾客履行提醒义
务，对于明显超量的需求应及时劝止；提醒
顾客按需、少量、多次取餐，增强顾客节约
消费的主动性。

8 月 17 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发出
公开信，倡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职
工率先垂范，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
餐饮浪费上走在前、作表率。

而 多 地 也 纷 纷 推 出 实 招 ，推 动 公 民
将 节 约 粮 食 内 化 为 自 觉 行 动 。 如 江 苏 、
天 津 倡 议 对“光 盘 ”顾 客 予 以 适 当 奖 励 ，
鼓 励 顾 客 将 剩 菜 剩 饭 打 包 带 回 家 ，并 提
供 免 费 打 包 盒 ；黑 龙 江、武 汉、福 州 等 地
也推行 N-1 点餐模式，即 10 位进餐客人
只能点 9 个人的菜，不够再增加菜品，确
保 顾 客 吃 好 的 同 时 ，从 源 头 杜 绝 餐 饮
浪费。

也有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在对国内外有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相关立法、文件和政策措施
进行梳理研究，希望能为积极倡导合理、健
康的饮食文化，建立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长
效机制，深入论证，贡献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
新华上海报道 推动餐饮企业提
供“半份菜”“小份菜”点餐服务，
加强商务宴请、酒席等餐饮浪费
行为监管，建立专项举报投诉检查
制度，探索建立餐饮企业“红黑
榜”……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近日下发通知，提出要深入开展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
惯”专项行动，迅速在全市形成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

根据通知，上海将在加强宣
传引导、形成浓厚氛围；注重落实
落细、形成自觉行动；强化监管监
督、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等
三个方面下功夫，并立足抓长抓
常，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相关部
门、行业协会把“光盘行动”等要
求纳入文明餐厅、放心餐厅、绿色
餐厅评选指标体系；强化旅游饭
店星级评定标准中反对餐饮浪费
等相关要求。

上海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指
出，落实此专项工作 ，突 出 问 题
导 向 ，将 工 作 重 心 聚 焦 在 各 类
餐 饮 企 业 以 及 商 务 宴 请 、婚 丧
嫁 娶 等 红 白 喜 事 ；突 出 重 点 人
群，注重发挥党政机关、党政干
部 、公 众 人 物 和 各 类 精 神 文 明
创 建 主 体 的 示 范 作 用 ；突 出 机
制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
同推进的整体合力。

对舌尖上的浪费说不

以暴饮暴食博眼球将被封号

一口气吃下十碗凉皮、十碟手擀面外加十盘炒面，或者一
个人吃掉 1000 只大闸蟹、92根烤肠、80斤披萨、30盆米粉……

作为时下火热的一种网络直播形式，这些打着“大胃王”
名义的“吃播”主播，展现着惊人的超出常人的食量，其背后却
是用噱头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其中，不乏一些博主一人吃多
人份的餐食后，又偷偷将食物吐出，浪费现象严重。

近日，关于“大胃王吃播被批浪费严重”成为热点话题
并持续发酵。微博上，相关话题阅读量已达 11 亿，参与讨论
的网友达 8.2万。

上海开展专项行动
制止餐饮浪费

探索建立
餐饮企业红黑榜

江苏省新沂市环保联合会 近 日 开 展“ 爱 护 环 境 争 做 环 保 小 天
使 ”主 题 活 动 ，组 织 儿 童 走 进 光 大 水 务 污 水 处 理 厂 ，参 观 污 水 处 理
设 备 、污 水 处 理 演 示 室 等 设 施 ，观 看 污 水 治 理 动 画 片 ，并 通 过 有 趣
的化学实验，向其演示“污水变清”的过程。图为工作人员在讲解生
态环保基础知识。 蒋绍辉 吴守诚

◆本报记者张黎

◆本报记者陈妍凌

宣教一线

图片新闻

本报综合报道 由中国科学
院、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
等国内顶尖大学和科学院所的几
十位知名科学家组成师资力量的
石探记云南普洱太阳河自然学
校，近日正式揭牌成立。

作为国内首家以职业科学家
为背景的自然教育培训学校，学
校将致力于打造自然教育的“黄
埔军校”，同时依托云南普洱太
阳河国家森林公园茂密的原始
森林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打造
集自然导师培训和青少年科学教
育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自 然 教 育
基地。

据了解，普洱太阳河国家森
林公园总面积 2.1 万余公顷，森林
覆盖率 97.45%，目前已知分布着
植物 2100 多种，包括国家一级、
二级级重点保护植物和特有种
等，野生动物 800 多种，近 400 种
昆虫。2019 年开始，太阳河国家
森林公园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合作，共同打造全国首家
活态生物多样性博览馆项目。

石探记云南普洱太阳河自然
学校执行校长王浩介绍说，学校
将致力于为自然导师提供系统的
自然教育和专业的自然科学课程
体系，为中国自然教育事业输送
更多人才。

打造自然教育的“黄埔军校”
石探记云南普洱太阳河自然学校成立

新鲜速递

本报讯 由贵州省河湖长制
办公室、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
中心（以下简称“黔仁生态”）联合
组织的“践行生态文明、守护绿水
青山”——2020 年贵州河湖保护
主题科普宣传活动的内容之一、
第十八期“贵州河流日 1+2 行动”
活动近日举行。

据了解，来自贵州省 602 名
志愿者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巡河护河、
净滩、环保夏令营、环保宣传进社
区、河流打卡、云巡河等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本期活
动的 600 多名志愿者，累计投入
志愿服务时长 2511.08 小时，实地
巡河里程 279.56 公里，捡拾垃圾
495公斤。

“贵州河流日 1+2 行动”是由
黔仁生态联合 14 个贵州本土公
益团队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世界
水日”发起的一项河流保护活动，
倡议将每个月第三周周六定为

“贵州河流日”，号召公众在这一
天拿出 1 个小时就近巡护身边 2
公里河湖，进而关注和参与贵州
河湖保护，守护绿水青山。活动
迄今已连续组织了 18期。

黔 仁 生 态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说，活动鼓励全省各地相关单位、
社会组织、大学生社团等因地制
宜开展相关河流守护工作，并为
巡河队伍提供技术咨询、专业培
训、河流保护小基金、巡河工具包
等不同形式的支持与服务。

何侠

“贵州河流日1+2行动”举行
已连续组织 18期，志愿者用行动守护河湖

新闻+

““精耕绿作精耕绿作””团队走访天天学农
团队走访天天学农，，了解企业参与农

了解企业参与农

技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技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刘年华供图刘年华供图

““吹挥制绿吹挥制绿””团队走访深圳大学城快乐食间二食

团队走访深圳大学城快乐食间二食
堂堂，，了解食堂了解食堂 VOCsVOCs的排放情况的排放情况。。 闫润华供图闫润华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