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制度优势凝聚共识，

依托技术手段打破藩篱，在合

作协同中挖掘存量潜能，正是

应对挑战、激活发展动能的破

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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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定越细化，反浪

费越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就

越能有效防止“跑冒滴漏”

节约粮食、防止浪费，离我们每个

人都不远。在这方面，笔者近来留意到

两件事。

一件是越来越多零食包装用上了

可封口设计，一次吃不完一袋不要紧，

封上口还能保存一段时间。

另一件是单位食堂提供更多小份

菜、推出称重计费后，不少同事都反馈

按需取菜更方便、能够品尝到更丰富的

菜品，减少浪费效果显著。

包装上的一个小设计，轻松化解

“吃不完就浪费”与“强吃吃不下”的两

难；供餐上的一个小创新，通过更精细

化的管理服务，从源头降低了浪费的

可能。小创新带来大改变，启示我们

防止食物浪费既要注重末端管控，更

要重视前端机制的优化，以技术创新、

标准创新、制度创新激发节约粮食的

内生动力。

制度管根本、管长远。从施行反食

品浪费法到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行动方案》再到发布《防范外卖餐饮

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我国反食品

浪费的制度体系日益健全完善。不久

前，新修订的《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

办法》正式施行，从餐饮服务端对防止

浪费提出了诸多具体举措，如不得以任

何方式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团

餐应按照防止食品浪费理念科学设计

菜单等。制度规定越细化，反浪费越有

据可依、有章可循，就越能有效防止“跑

冒滴漏”。

两个人吃几个菜合适？一个人点

这些会不会浪费？类似外出就餐和点

外卖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凸显了信息

翔实、标准完善的重要性。一份标明

主要食材、分量、口味、建议消费人数

等信息的菜单，一项关于餐品信息描

述的标准规范，都能有效减少食物浪

费。就拿《外卖餐品信息描述规范》来

说，这一国家标准有助于减少外卖点

餐因分量、口味等信息缺失导致的餐

饮浪费。进一步在各行各业、各个领

域营造勤俭节约的氛围，完善标准这

一环不可或缺。

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每个

人的自觉，还要强化制度引领作用，推

动好习惯好做法化风成俗。中国消费

者协会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抵制以

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食量或罕见食材

（如超辣食物等）为噱头吸引眼球的

“吃播秀”。《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也明

确规定，不得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

食等内容。之所以对极端吃播露头就

打，是因为其与法律规定和健康生活

理念背道而驰，不良行为很可能助长

不良风气。用制度确立行为规范，在

全社会树立起“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文明风尚，就能有效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

把550毫升的矿泉水换成380毫升

的小瓶装，某地会议中心每年节约大量

饮用水；通过“智能餐盘”系统梳理广受

欢迎的菜品，进而及时调整菜品结构、

实现精准供餐，一地机关食堂餐厨垃圾

量减少超36%……严密的制度、完善的

标准，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必须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只有杜绝“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不要”，将粮食节约贯穿

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才能助力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人口众多，既意味着资源环境

承载的压力大，也意味着推进粮食节约

和反食品浪费的潜力足、空间广、力量

大。14亿多人主动拥抱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于一

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带来正向推

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7月10

日 第05版）

2025年1月，财政部依托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建立全国资产调剂共享平

台。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所有行政事

业单位，累计完成200余台（套）资产调

剂，节约财政资金4000多万元，实现了

资产梯度使用和物尽其用。

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已成常态，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过紧日子，绝

非权宜之计，而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必然要求。与此同

时，一些单位反映“经费压缩已达极限”

“无空间可压”。如何继续过紧日子？

节约财政经费，不仅是一道作风考

题，也是一道科学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

的管理课题。全国资产调剂共享的创

新举措，其意义不仅在于唤醒了“沉睡

资产”，也深刻昭示：节约集约利用财政

资金，办法总比困难多。

思路一变天地宽。共享平台构建

起覆盖全国的资产信息“一张网”。单

位可将闲置资产信息上传平台，有需求

的单位则可在线“淘”到所需，实现跨部

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无偿调剂。这不

仅是空间层面的“共享”，更是资产价值

的“重生”与财政资金的“节流”，一定程

度上化解了资源错配矛盾。

某部委闲置的电脑，经平台流转至

基层学校，继续发挥作用；发达地区医

院更新换代的专业设备，无偿调剂给基

层医疗机构，正好满足所需……“资产

漂流记”表明：只要敢于打破陈规，善用

技术手段，着力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紧

日子同样能过出高效能、新境界。

共享平台高效运转的核心支撑，在

于数据的互联互通与信息的共享共用。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了资产

数据的标准化采集、集中化管理和动态

化更新。这为精准掌握资产“家底”、智

能分析调剂需求、高效撮合匹配提供了

坚实的数据底座。平台如同一个巨大

而精密的“资源匹配引擎”，让闲置资产

在需要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当然，这

仅仅是起点，数据共享与信息技术的潜

力远未穷尽。

在财政资金管理上，大数据穿透式

追踪资金流向，监督资金使用情况，让

每一分钱花在明处、用在实处；在政府

采购领域，智能平台能汇聚需求、优化

方案，节约采购资金、实现规模效益；在

公共服务供给上，数据融合分析能精准

识别需求缺口，推动服务资源优化布

局。由此而言，打通数据壁垒，拥抱智

慧治理，政务效能与财政资源使用效率

的提升空间不可限量。

共享平台成功运行的深层密码，

还在于“无偿调剂”的制度优势和治理

效能。

一般情况下，资产无偿转移常面临

高昂的交易成本与利益协调难题。全

国资产调剂共享由财政部统一部署，确

保了政令畅通和执行有力，展现出“全

国一盘棋”的高效率。这种基于共同事

业目标而非单纯经济利益驱动的协作

模式，降低了制度成本，使大规模、跨层

级的无偿共享成为可能。这是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资源优化配置

方面的生动实践。

共享平台的成功经验，提供了一把

具有普遍意义的“金钥匙”。比如，如何

破解企事业单位晚间车位闲置与老旧

城区夜间居民车位紧张的矛盾，如何优

化区域产业布局、避免低水平重复建

设？过去很多治理层面的“硬骨头”，都

可以从共享、调剂上求解，从而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实现惠民便民。

“紧日子”可以过出“大智慧”，存量

里也能找到新增量。善用制度优势凝

聚共识，依托技术手段打破藩篱，在合

作协同中挖掘存量潜能，正是应对挑

战、激活发展动能的破局之道。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7月09日 第05版）

反浪费，向制度创新要动力

把“紧日子”过出“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