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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
习惯”的重要指示，持续在全网刷屏。

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中，回顾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
安全问题和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社会风尚作出的多次指示，特别
提到了 2013 年 1 月在一份材料上的
批示。

人们记忆犹新。7 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
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
作出批示。

从两次公开报道可见，总书记作
出指示的背景和切入点有所不同，但
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是一
以贯之的，而且是不断向纵深推进
的。

2013 年那次批示有一个大的背
景，就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不久。总
书记在批示中着重强调了“公款浪费
行为”这个突出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当年 1 月 20

日发出的通知也指出，这是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八项规定的
新要求。

可以说，在总书记心目中，要使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首先要抓住“关键少数”，从党
员领导干部做起，从遏制公款浪费行
为抓起。

这与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理论上、逻辑上、实践上都是完全
一致的。

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狠抓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群众反映强
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

党风政风持续好转，社会风气随
之改善。

对此，前两天新华社的消息中也
做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中说
的是“‘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
观”。话没有讲满，实事求是。

当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

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这一次，习近
平总书记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下
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中强调：
“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
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一特
殊背景下，节约粮食，不仅仅是风尚
和美德问题，更关乎人民生活幸福和
国家长治久安。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
……”总书记的这番话体现了鲜明的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正如他曾指
出的那样：“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
不能折腾，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
都会被动，到那时谁也救不了我们。”

有人会问，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吃饭已经不成问题，节约粮食还
重要吗？

当然，中国铺张不起，也浪费不
起。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习
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诗，道出每一粒粮

食都来之不易。
经历过穷苦日子，从“吃不饱、饿

肚子”的岁月走过来的习近平，对珍
惜粮食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曾讲
过这样一件事：媒体报道，一所大学
食堂的垃圾桶里经常有白花花的馒
头和米饭，清洁工看着心痛，捡起来
再吃。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
权利浪费！”。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总书记
从两个层面提出了要求。

一是“建立长效机制”。
从2013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指示，突出强调刚性的制度约
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
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

这一次则进一步强调，“要加强
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这是从更高层次上为餐饮浪费立下
根本之法。

二是“加强宣传教育”。
对于餐桌上的浪费现象，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这与社会上存在的讲
面子、讲排场的陋习有关。

这次特别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宣
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
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的粮食观念上
来一次破旧立新的变革，重拾“节俭”
情怀，树立“粮食是一种紧缺资源”的
爱粮、节粮新观念，让节约粮食成为
永久的习惯和风气。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约粮食看似是日常生活中的
小节，但全民节约意识能否树立，粮
食生产方式能否转变，蕴含着现代文
明理念，关系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奋
斗目标能否实现。

“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
候都不能丢掉。”中国人能否端好、端
稳自己的饭碗，当从珍惜盘中餐开
始。 据新华社

7年 总书记缘何数次批评“餐饮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事在全民、
人人有责。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
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氛围。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
肆，肆则百恶俱纵。”必须充分认识
到，浪费行为具有“溢出效应”，侵蚀
社会资源，损害公共利益。铺张浪费
之风，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优秀
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风气。厉行节约
不仅是个人私德，更是社会公德。节
俭节约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价值追
求，无论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
个人层面，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一些地方仍

然存在的餐饮浪费现象，只有既加强
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
秀传统，大力宣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思想观念，才能标本兼治、春风
化雨，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就要切实培养节俭节约习
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今天，物质
日渐丰盈、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勤
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
不能丢掉。特别是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树牢节约
意识、养成节约习惯，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个
民族基本的现代文明素养，但只有把
节约变成具体行动，才能标注社会文
明的新刻度；只有让节约成为一种社
会风尚，才能续写民族美德的新篇
章。我们不能满足于做节约的向往
者，更要成为节约的行动者。我们是
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人
人都躬行节俭，不弃微末、日积月
累，实现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
约”的转变，让节俭节约成为一种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和修养，那
将积累多么巨大的财富，形成多么强
大的力量！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就要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
式。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就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内在要
求。从节水节电节气到改变出行方
式，从落实“光盘行动”到拒绝过度包
装，只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能
把节俭新风写在生活点滴间。领悟
生态文明的真谛，“取之有度，用之有
节”，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才能形成文
明健康的社会风尚。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还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
神。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没有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民族，
难以自立自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政党，难以兴
旺发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

人到半山、船到中流，越要警惕未富
先奢的陷阱；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
巨，越要激扬艰苦奋斗的精气神。牢
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
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坚持
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攻坚克
难、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我们
迎接挑战、面向未来的底气所在。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说到做到、带
头执行的态度坚持勤俭节约，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治理铺张浪
费，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和变化，让全社会以浪费为耻、以节
约为荣蔚成风尚。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国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发生
了严重汛情，亿万国人为之牵挂。今
年汛情灾情到底如何？防汛救灾工
作成效几何？当前防汛工作是否可
以放松？在 8 月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
部副部长周学文，水利部副部长叶建
春，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中国
气象局副局长余勇介绍了有关情况。

汛情灾情：
“两超、一多、一少”

周学文介绍，今年的汛情灾情主
要有“两超、一多、一少”四个特点。一
是江淮流域梅雨超历史。江淮流域
梅雨季降水量 759.2 毫米，持续时间
62天，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位。

二是长江淮河太湖水位超保
证。长江中游莲花塘江段及洞庭湖、
鄱阳湖区超保证水位，巢湖超历史水
位；淮河上中游干流部分河段超保证
水位；太湖超保证水位。全国634条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三是蓄洪圩垸运用多。长江、淮
河流域防洪工程出险 5237 处，主要

集中在支流和圩堤，有892个圩垸运
用蓄洪；安徽省共运用行蓄洪区 11
个。

四是灾害损失重、人员伤亡少。
洪涝灾害造成 6346 万人次受灾，直
接经济损失 1789.6亿元，比前 5年均
值分别偏多 12.7%和 15.5%；因灾死
亡失踪219人，倒塌房屋5.4万间，比
前5年均值分别减少54.8%和65.3%。

凌月明表示，1至7月份，全国共
发生地质灾害3047起，造成103人死
亡失踪，与近五年同期平均值相比，
今年死亡失踪人数减少42%。6、7两
个月，全国发生地质灾害2368起，造
成 80 人死亡失踪，死亡失踪人数与
近五年同期平均值相比减少29%。

“目前，除长江干流和洞庭湖、鄱
阳湖、淮河干流、太湖水位仍然超警
以外，其余的大江大河水势平稳。”叶
建春说。

防汛救灾：
坚持生命至上
强化统筹联动

“各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400.6
万人，为近年来最多。”周学文说，这

是今年死亡失踪人数减少的一个重
要原因。今年以来，国家防总、各有
关部门、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可概
括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生命至
上，强化提前避险和高效救援；二是
坚持科学防控，强化会商研判和指挥
调度；三是坚持快速响应，强化精准
指导和应急保障；四是坚持统筹协
调，强化部门联动和综合优势。

水工程调度在今年防洪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叶建春介绍，水利
部科学精细调度大中型水库 3177座

（次），拦蓄洪水1097亿立方米，避免
人员转移 1852万人。其中联合调度
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上中游水库群
拦洪削峰错峰，避免了城陵矶附近蓄
滞洪区分洪运用；启用蒙洼等8个行
蓄洪区分蓄洪水，降低淮河干流水位
0.2 至 0.4 米；调度太浦闸、望亭水利
枢纽等骨干工程累计向外排水量近
30 亿立方米，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
1.26米。

“七下八上”之后：
防汛工作不能松懈

7 月下半月到 8 月上半月，历来

是我国大范围强降水的集中暴发期，
容易导致严重洪涝灾害，因此“七下
八上”是防汛的关键期。8月上半月
即将结束，这是否意味着防汛工作可
以歇口气？

对此，周学文表示，“七下八上”
是防汛关键期，但并不意味着“七下
八上”之后我国汛期就结束了。我国
的主汛期一直要延续到9月底，下阶
段防汛抗洪任务还很重，防汛工作绝
不能放松。

余勇介绍，根据预测，8 月下旬
主要降雨区仍然为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及华南、四川
盆地和云南等地；在南海或西北太
平洋将有 2 至 3 个台风生成。9 月
份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降雨
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 2 到 5 成；在
南海或西北太平洋将有 5 至 6 个台
风生成。

周学文表示，下一阶段防汛工作
最重要的是突出四个“严”字，一是对
超警河湖要“严防死守”；二是对未超
警河湖要“严查隐患”；三是对山洪地
质灾害要“严加防范”；四是对台风防
御要“严阵以待”。

据新华社

主汛期尚未结束 防汛仍需“严”字当头
——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防汛救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