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瞬间

第二个“ 校园光盘日”记者再度回访
部分高校食堂光盘率环比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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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团市委学校部、市学联与本报共同发出倡
议建立“ 校园光盘联盟”。而就在当月，教育部于下发

《 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反对餐桌浪费专项行动的通
知》，决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反对餐桌浪费专项行动。
这与本报的倡议不谋而合。

为响应《 通知》精神，“ 校园光盘联盟”将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二确定为“ 校园光盘日”的行动日，并招募
志愿者组建寻访团。昨天适逢第二个“ 校园光盘日”，
记者兵分几路走进部分高校食堂再度探访光盘情况。

记者 刘昕璐 严柳晴 周胜洁

青菜难吃 动了两口就扔掉
昨日中午12点，同济大学学苑食

堂正值就餐高峰，一楼各个饭菜窗口
前都挤满了点餐的学生。记者看到，
食堂收碗处旁张贴的光盘行动海报
格外显眼，海报右边绘有一个四层金
字塔，每层分别填满了面包、蔬果等
食物，左边写有标语“ 吃多吃少，光
盘正好”。

记者在收碗处随机查看了20人
的餐盘，光盘率在六成左右。研一的
小尹将餐盘端至收碗处，盘里还留有
一半的饭以及才动了两口的青菜，他
表示自己赶时间，同时也皱着眉头坦
言说：“ 今天的青菜炒得太难吃了。”
记者发现，昨日未光盘的学生中，八
成学生的餐盘里都留有青菜，只动了
两口青菜的不在少数，“ 青菜炒得有
点生，不对口味。”大二学生小黄如
是告诉记者。

而对于光盘行动，小尹一脸茫然
地表示并不知道，他坦言自己平时光
盘率不高，当记者指出贴在收碗处的
光盘海报时，小尹惊讶地表示“ 第一
次看到。”不过收碗处的郭师傅告
诉记者，自从学校开展了光盘行动，
伙管会的同学将海报张贴在收碗处
一侧后，食物倾倒量稍有缓解，“ 像
餐盘里只剩两口饭菜的，我们都能
理解。”

部分同学认为宣传持续性不够
昨日中午，作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光盘寻访团志愿者，申嘉乐也在上
外松江校区一楼食堂进行了光盘小
调查，她随机调查了40名学生，其中
65%的学生做到了光盘，其余同学剩
下的饭菜较多，“ 浪费的食物多数以
蔬菜为主，不少同学反映食堂阿姨
蔬菜盛得较多，导致吃不完。”

当被问到对于前期学校开展的
光盘行动有无印象时，只有一半的同
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其他同学有
说不记得这个活动，也有说根本没注
意。”

作为寻访团志愿者，申嘉乐觉得
跟一个月前的光盘情况相比，光盘率
还是略有下降，“ 一个月前的调查显
示，饭菜剩余较多的同学只占一成
多，这次的比重上升到三成左右，可
能是今天的饭菜真的不对胃口。”

不少同学也向申嘉乐反映说，虽
然很支持光盘行动，但觉得宣传的持
续性不够，这也是作为志愿者的申
嘉乐一直思考的问题，“ 线下宣传的
时候学校拉了横幅号召同学签名支
持，但如今的宣传更多需要依靠线
上宣传。”

她告诉记者，今后会充分使用
社交网络上的“ 上外学权”的公共
账号，“ 用账号发布有关光盘行动意
义的状态和文章，给出一些如何光
盘的建议等，同学们只要上网就能
看见这些线上宣传，有益于活动的
持续性。”

口号犹在依然有人剩大半碗面条
从光盘行动发起之初至今已经

双月，上大宝山校区的各个食堂已经
撤下了标语。3月下旬，上大团委、学
生会和学校后勤联合，开展过风风火
火的光盘宣传活动。他们在食堂发起
签名活动，发起了学生监督团，提醒
同学“ 不浪费粮食。”

现在，活动暂告段落，“ 光盘”宣
传声渐消。食堂的工作人员还穿着

“ 光盘行动”时的饭兜，草绿色的饭
兜上印着一行口号，“ 今天你吃光了
吗？”

问食堂里就餐的大学生，“ 今天
你吃光了吗？”记者在泔水收纳处观
察了20位学生，并再次做了统计，大
约有10位吃光了盘子里的饭菜，其中
有2位吃面条的同学浪费严重，几乎
将绝大多数的面条剩下了。“ 说实
话，我看不出‘ 光盘’前后，有什么实
质性的变化。不过，仔细观察，剩饭的
确实不多。”水秀食堂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上海大学学生邵帅是光盘行动
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记者，当时活
动的设想是：希望“ 光盘”并非是短
期的宣传，更希望能够融入到常规制
度当中。

“ 不能说‘ 光盘行动’绝对没效
果，因为当时的宣传是有一些作用
的。”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上大的学
生，他们都回答，听说过“ 光盘行
动”，“ 当时，有同学会提醒你，不要
剩饭。食堂师傅会对你说，想吃多少？
不要剩饭。于是，我会自然而然地意
识到，把饭剩下来，太不好意思了。”
一位大三学生说。

4月首个“ 光盘行动日”上，本
报曾报道了华东政法大学试水“ 光
盘打卡”。如今，活动开展一月以来，
累计有1000余人次参与“ 光盘打
卡”，学生积极参与抵制餐桌浪费行
为，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
正在逐渐形成。学生不仅在做“ 光盘
行动”的参与者、实践者，更是倡导
者、推动者。

记者昨天从华东政法大学团委
获悉，通过“ 打卡”形式的设立，学
生已渐渐将光盘作为一种习惯，尽
量做到每顿饭按需买菜、按量买菜，
以刚好吃完、吃饱为准，吃光碗里的
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
棵菜，而并不是刻意地去

“ 打卡”。因此，现实中也存
在不少学生虽然光盘了，但
并不去完成“ 打卡”这个仪
式性的动作。更为可喜的
是，通过活动开展一个月来
的相关数据分析，华政餐桌
上的浪费情况明显改善。据
学校后勤管理处膳食科的

负责老师向记者介绍，最近，餐厅每
天回收的泔水至少比活动开展前减
少三分之一。

一张“ 我们是光盘族，对浪费说
NO!” 的光盘宣传贴纸也在最近贴
满华政校园每张学生食堂餐桌的桌
角，用一种更醒目、更贴近的方式提
醒用餐的师生。“ 在校园里引导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光盘正
在成为青年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
一种新风尚，我们也将持续推进。”
团委的一位老师这样介绍道。

“ 光盘行动”支持
雅安绿丝带传情

在本报参与发起的“ 校园光盘
联盟”第二个“ 光盘行动日”之际，
华东师大的河西餐厅，昨天出现温
馨一幕———勤俭节约，丝带传情，让
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灾区。

中午时分，华师大社团联的几
位学生干部和志愿者利用午餐时
间，在河西食堂的门口树起易拉宝，
每个人的手里还有一摞绿丝带，“ 雅
安加油” 让人依然牵记着震区中的
人们。

主要负责学生、华师大社团联
大型活动部常务副部长丁轶君同学
说，“ 光盘行动”是倡导大家将餐盘
中的食物全部吃光，减少浪费。举办
这样的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养成勤俭
节约的习惯，杜绝大学生骄奢淫逸
互相攀比的行为。此前，雅安地震的
发生牵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每个
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将资源节省
下来，支持灾区的重建，给灾区人民
以信心。虽然校园里已经发起过捐
款，但希望通过“ 光盘行动日”的契
机，再次表达我们的决心，用行动支
持灾区人民。

人力资源专业大二学生鲍晓
和同学一起用完午餐，百分百光
盘，结果意外地在收餐盘处被志愿
者系上了绿丝带，两位学生很是欣
喜，“ 我觉得这是两个很有意义的
活动结合，一定存在某种蝴蝶效
应，我们这里节约一点，也算是对
灾区一种远程的支持。”一位黄姓
研究生也认为，虽然捐过款了，但
是后续依然不能降温，应该多一点
持续性地支持，一如光盘行动，要持

之以恒，而不是仅仅在
别人督促之时。

记者从华师大团委
获悉，在暑期，华东师大
的志愿服务队伍还将进

入灾区，与灾区人民
共建家园，为雅安
加油，而光盘行动，
也将继续采取更多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持续倡导和推进下
去。

部分学校光盘率略降
同学反映宣传持续性不够

忧

宣传贴纸贴满每张餐桌
泔水回收比以前减少1/3

喜

华师大的志愿者在给光盘的同学系上绿丝带。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响应本报光盘联盟的倡议，早
在3月29日，一支规模为300人，由校
团委志愿者中心、各学院分团委学
生党员、学生骨干、热心公益的大学
生组成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光盘
行动”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志愿
者们佩戴统一徽章、挂牌，在校园内
进行包括宣传、科普、劝导、主题集
会在内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据介绍，为扩大宣传范围，工程
大团委号召各学院分团委每周轮流
主持校内“ 光盘活动”。各学院还积
极设计形式多样的“ 光盘微视频”，
团委将挑选其中部分作为全校性的
宣传视频，在校园内媒体设施播放。

在校园光盘联盟“ 双月”之际，
工程大团委召集全校志愿者骨干、
光盘志愿者领队召开阶段性工作交
流会，会上，主要探讨了学生对前阶
段光盘宣传工作的反响，大家对如

何创新手段做好光盘教育、取得实
效纷纷建言献策。经过一个多月的
集中式宣传，通过调研，同学们对

“ 光盘活动”持积极支持态度，也了
解到浪费粮食的危害性。

近期，团委还在学校集中区域
开展“ 光盘·营养” 的科普宣传活
动。

精心制作了营养金字塔、营养
搭配知识卡，在食堂门口举行趣味
游戏、知识问答等活动，互动过程中
让学生了解健康膳食知识：如何吃
得好吃得巧？活动还邀请了食堂工
作人员向同学们讲述粮食浪费的惊
人现状，并强调了“ 光盘行动”开展
的必要性，随后志愿者们亲自当了
回“ 食堂工作人员”回收餐盘。当看
到伸手接过餐盘中还是有不少同学
浪费严重的情况，亲自体验的他们
更感性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重大。

华政：已有千余人次“ 光盘打卡”

工程大：“ 光盘行动队”一直在行动

宣传贴纸。
在上大食堂餐具回收处，大多餐

盘比较干净。 本报记者 严柳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