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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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4%，比上个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同比
上涨52.6%，鲜菜同比上涨11.7%，
粮食同比上涨1.5%，鲜果同比下
降19.8%。

付凌晖分析，在产能恢复的状
态下，由于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
活秩序的恢复，市场需求在增加，
客观上猪肉价格环比是在上涨。
但是由于去年同期的基数是比较
高的，从去年8月份开始到四季
度，整体上猪肉价格持续攀升，这

导致了8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
明显回落。

“总的来看，随着生猪供应的
存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将保持稳
定。后期虽然需求有所恢复，但是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付凌晖
称。

付凌晖表示，食品价格总体上
保持稳定，小幅变动是大概率事
件。从全年来看，居民消费价格前
高后低的态势比较明显。随着三、
四季度CPI翘尾因素的回落，总的
来看，居民消费价格会保持基本稳
定。 （中新网）

押金制、卡供应、限时间……

“光盘新招”能撕去自助餐“浪费”标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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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少部分人的“自助餐心态” 商家“新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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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止住自助餐“剩宴”三难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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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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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节约风尚正流行 “新招”还需精准“下刀”

中国经济加速满血复活！

又有4指标实现
年内首次正增长

在加速满血复活的路上，中国经济又有4个指标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经济数据，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其中，消费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数据显示，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增长0.5%，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消费增速转正，来之不易，因为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消费的复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

消费年内首次正增 “买买买”也在提速

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
中国城市的烟火气越来越浓，“买
买买”也在提速。“商场人流爆棚，
说明经济稳中向好，大家都有钱进
行报复性消费。”有网友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自己的感受。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分析，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的恢复，
居民就业保持了总体稳定，这有利
于居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内防控
形势总体稳定，前期防控的限流措
施也在放宽，比如像景区人流量的

限制都在放宽，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居民外出的意愿也在增强，消费保
持恢复就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报复性消费会出现吗？付凌
晖指出，整体来看消费恢复是在稳
定进行，特别是餐饮消费收入降幅
明显收窄，说明在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条件下，大家消费愿望明显增
加。随着居民就业保持稳定、收入
增加，国内消费环境改善，特别是
疫情有效控制，后期消费是有希望
继续恢复。

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数据显示，1-8月份商品房销
售额96943亿元，增长1.6%，1—7
月份为下降2.1%。商品房销售额
增速也实现了首次转正。

另外，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稳中略涨。国家统计局14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地
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略涨。

“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出现

了回暖态势，前8个月商品房销售额
增速已经转正，销售面积降幅也在
收窄。”付凌晖说，近期房地产的回
暖，有前期疫情中一些压抑性需求
释放的因素，也有金融增加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的原因，引导了市场
利率下行，中长期利率有所降低，客
观上也降低一些购房者负担，这也
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恢复。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增速比7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1.02%。1-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4%，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付凌晖认为，7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长 4.8%，8 月份加快到
5.6%。服务业生产指数也是在回
升和提高的。如果9月份这种态
势能够延续的话，总的看三季度当
季增速会比二季度有明显的加快。

数据显示，1-8月份，货物进出
口总额 200488 亿元，同比下降
0.6%。其中，出口110483亿元，增
长0.8%，年内累计增速首次实现正
增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分析，中国出口额持续大增，最主

要的原因是在不少国家产业链、供
应链受到重创甚至“停摆”之际，中
国产业体系率先恢复正常运转，出
口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

除了以上四大指标实现转正
外，就业和物价这两大民生指标也
保持稳定。

货物出口累计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

居民消费价格会保持基本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