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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天杰

建立食谱检录表、走进田地感受粮食
生产的不易、做“光盘”小监督员……在
全市深化“吃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的
风潮下，各区县中小学纷纷交出自己的
答卷。

遏制浪费现状
学校建立食谱检录表改善伙食

在深化“吃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
中，涪陵十四中聚焦食谱，进行了一项深度
改革。

“我校师生员工约4000人就餐，在实
施‘光盘行动’之前，每天倒掉的餐厨垃圾
不低于450斤。”涪陵十四中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对浪费原因进行调查后发现，食堂
的食材采购随意性强，菜品单一、可选择性
差，再加上荤菜素菜混装、菜品串味，影响

了师生食欲。
怎么改？学校食堂团队以川菜及本土

菜肴为基础口味，结合各种食材营养价值，
广泛征集并建立拥有99个荤菜、66个素
菜、33个小吃、11个五谷杂粮饭的食谱检
录表。食堂每日、每餐的食材采购和加工
环节，均需在食谱检录表规范范围内，结合
时令季节及市场动向灵活选择。

以食谱检录表为指导，学校增设了包
括牛奶、鸡蛋、水果、蛋糕在内的不少于10
个早餐品种，并将原午餐晚餐两荤两素一
汤的菜品数量增加至四荤四素一汤，增强
菜肴品种上的可选择性，以满足不同学生
的口味需求。同时，实施“标配+自助”就餐
模式，饭菜分开、荤素分开、油汤分开，保障
师生饮食健康。

“本周餐厨垃圾统计：周一148斤，周
二156斤，周三164斤，周四135斤，周五
102斤。”该负责人介绍，这是该校最近一
周食堂餐厨垃圾汇总数据，与上学期比较，
平均日产餐厨垃圾减少309斤。

“粒粒皆辛苦”
让孩子们走进田间体验产粮不易

为让学生了解粮食来之不易，云阳县青龙
小学让孩子们走进农村田间地头体验粮食生
产的艰辛，从根本上明白“光盘行动”的重要性。

在田地里，孩子们围着一位农民阿姨，
听她讲述稻子生长和产粮的过程。听完
后，三年级学生周思雨不禁和同学们感叹道：

“想不到一粒米居然这么难得，它包含着农
民伯伯多少辛勤的汗水呀！”

据了解，涪陵区还分批次、分阶段组织
6.7万名学生进农村、进餐饮店等，开展粮
食生产、餐饮浪费等社会实践、问题调查和
研究性学习。

“叔叔，您是一个人来吃饭吗?可以不
用点太多菜哦，‘光盘’最光荣!”近日，綦江
区中山路小学的30余名学生走出校园、走
进餐馆开展“光盘”劝导活动。虽然有些生
涩和紧张，但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勇敢地
向陌生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宣讲和发放

资料，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小朋友都知道‘浪费可耻，节约光

荣’，我们大人更要带头‘光盘’做好榜样。”
活动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社区居民和饭
店工作人员纷纷为孩子们竖起大拇指。

做“光盘”监督员
学校将节约粮食作为评优标准

在忠县拔山镇八德小学，有一支小小
“光盘”监督员队伍，他们午餐时在学生食
堂轮岗监督。

“你看，每个班级都有学校配备的倾倒
剩菜剩饭的小桶。”这天的小监督员之一是
四年级学生吴浩，他说，每天午餐结束后，他
会和值周教师、食堂工作人员、各班班主任
一起，对桶里的剩余饭菜称重，并登记在册。

别小看这个数据，这将作为八德小学
先进班级的考评依据。副校长陈林海介
绍，学校坚持每月一统计一评比，定期表彰
剩余饭菜重量少的班级。“现在措施推行两
个月，浪费粮食情况已经明显减少”。

优化菜谱减少浪费、田间体验粒米不易、强化监督遏制浪费——

重庆中小学践行“光盘行动”各有妙招 □本报记者 杨骏

打开“车位飞”App搜寻
附近“私人”停车位，再选择租
赁车位。当车离开车位后，停
车费由车位拥有者获得……

这种名为“车位飞”的“共
享车位”新模式，来自大渡口区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庆
云停智连科技有限公司。如今，这家企业已与重庆近百家停车场
开展共享运营合作，签约共享车位近两万个，注册用户超20万，日
平台共享车位交易次数超5000次。

“这家企业刚落户大渡口区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大渡口
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当时，创始人谭晓飞与几个志同道和的
朋友准备开发“车位飞”软件，以解决城市车位空置与停车难的问
题，但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这引起了大渡口区相关部门
的注意。随后，大渡口区派专人与企业进行对接，主动了解企业的困
难和需求。

企业初创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缺乏资金。为此，大渡口区科
技局为企业找寻各类合适的扶持政策，指导企业申报各类计科项
目。三年左右时间，企业便获得40.3万元科技资金支持。

“如果没有区政府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我们真的很难熬
过创业初期。”谭晓飞说。不止是重庆云停智连科技有限公司，大
渡口区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感受。

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科技资金、天安众创空间等孵
化平台的引导作用，解决了企业创新难的问题，从而加快创新主体
培育。

目前，大渡口区全区累计建成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等创业创
新发展载体20个，认定各类科技研发平台47个。全区市级科技
型企业达28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规模以上科技型企业
60家、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8家。

“今年以来，我们已投入60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扶持实
体经济发展。”大渡口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资金重点用在
了直接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创造好
的基础设施环境。

为解决企业创新难，只是大渡口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典型
举措。据了解，大渡口区对全区297家企业完成了首轮“一对一”走
访联系，收集意见和建议322条。通过梳理和分析，大渡口区围绕创新
难等问题，从企业发展的“四难”着手，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为解决企业惠企政策落实难，大渡口编印《大渡口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惠企政策摘要汇编》，细化财政、金融、税收、社保等7个
方面70条政策措施，并明确了政策标准、享受条件、办理单位、办
理人员和联系方式。截至10月底，全区落实惠企政策88项，惠及
企业2.3万余件次，涉及金额27.44亿元。

对企业融资难，大渡口区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建立银企对
接白名单，累计为辖区550中小家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融资金额共
18.1亿元。

对企业人才引进难，大渡口区又出台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
17项措施，通过“重庆英才大会”“博士渝行周”和科研项目合作等
多渠道累计帮助企业引进院士、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115名；通
过举办高级研修班、“双创”大赛等活动培训企业人才4980余人次；
建成3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9个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
个留学人员创业园、1个专家服务基地等一批人才工作平台，助力
企业解决人才引进难题。

政府巧搭台 企业好创业
大渡口区多举措化解企业发展“四难”

□本报记者 王翔

“周大姐，你家门前有一个烂了的盆
子，这个要拿去甩了哈。”

“要得。”
“张师傅，这个墙上不能挂牌牌哦。”
“好好好，我马上取下来，燕子你好辛

苦哦，每天都要来。”
“不辛苦哦，村里干净了，大家都高兴。”

近段时间，在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村的微
信群里，这样的“直播创卫”几乎天天都在上
演。

其龙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卫生整治始终
是当地的一道顽疾，随着近两年来创卫工作
的开展，其龙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有了大的
改观，以前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乱飞
的现象不复存在，农房周边淤泥院沟已被
清掏硬化，整体村容村貌得到了大大提升。

今年，为进一步改善乡村环境，当地大
力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李家沱街道为其
龙村新增大件垃圾箱体1个，对5处违章建

筑进行了整治，对30余处不规范树木进行
了修枝，谋划“四好公路”3.5公里，组织了
300余人次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到其龙村
进村入户大扫除、大宣传，出动垃圾车1
辆，共整治牛皮癣100处、清理场院50处、
清理巷道5条、清除暴露垃圾3吨。

“环境改善后，要保持好这样的环境，离
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胡开艳是其龙村
的一名村干部，她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新冠
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保持环境卫生尤其重
要。现在全民直播时代，村里也有自己的微
信群，口头劝导加上网上引导，效果会更好。

所以，胡开艳便开始了自己的“直播创
卫”，每次走村串户，都用手机进行直播，把
相关图片发到镇村群里，往往都能迅速引
起大家关注，有问题的能及时处理解决，提
高了居民的卫生健康和环保意识。

最近一个月，胡开艳的行走步数每天
都是3万多步，天天朋友圈第一。胡开艳
说：“别人直播带货，我直播创卫，也挺有意
义。”

巴南区其龙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有新招

网络直播“创卫”助村居环境提升



11月20日，游人在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游玩。
东升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联合四川美术学院参与村容村貌改善提升，打造艺术院

落、艺术工坊、乡村美术馆等设施，让艺术设计元素遍布村庄，吸引游客进村参观游览，助
力村庄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增收致富。 特约摄影 秦廷富

艺术设计扮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