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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一过，“奢侈的垃圾”多了起来，原因
较多：有节约意识淡薄、攀比成风、请客送礼、

“未富先奢”等，也有回收渠道不畅、资源再利
用产业发展受困等。业内人士认为，要狠刹
请客送礼、公款消费之风，也要完善资源回收
利用链条。

扔了可惜

家住杭州的年轻白领孙青青在为处置富
余物品发愁：穿了几次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新
换代下来的家电和家具、用了半截觉得不合
适的化妆品，还有戴了几次就腻的饰品……
收废品的人对收购的东西很挑剔，衣服、化妆
品和饰品基本不收，家具和家电使用年限不
能太长，外表要八九成新，而回收价格只有原
价的一到两折。

“熟人不好意思送，有时看到公益组织搞
活动，会送去一些，大部分时候只能扔了。”孙
青青说，对于这种“浪费”，明明知道很可惜，
但没有渠道再利用，不扔掉也没办法。

记者采访发现，“奢侈的垃圾”蔓延背后，
是资源回收链条频现“断点”：一方面奢侈浪
费严重，富余物品无处可放；另一方面，想要
这些物品的群体拿不到。

资源回收行业的萎缩是导致富余品流通
不畅的重要原因。部分垃圾回收站点、资源
回收企业负责人表示，回收行业利润薄、税负
重，很多企业只能收缩规模，导致很多可回收
资源无人收，白白浪费。浙江省再生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闻利华说，由于税负增加，
正规的回收站赚不到钱，很多企业撤并了站
点，加剧了资源回收链条的断裂。

作为回收链条的末端，收购人员为自身
利益，普遍进行挑拣回收，收东西以好卖为
主。杭州一位收购人员表示，很多看起来很
好的东西，回收站不要，收了就只能砸在自己
手上。

变废为宝

专家认为，导致垃圾“奢侈”、富余品回收
不畅的原因错综复杂，解决这一难题，要改变
大手大脚、浮躁奢靡的铺张浪费风气，也要扶
持资源回收产业，打通富余品流通渠道，让这
些“放错地方”的资源找到合适位置。

要扶持资源回收产业，鼓励企业向社区
布点，形成富余品回收网络。

对资源回收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补齐
富余品流通环节“断档”。浙江省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负责人表示，目前资源回收企业、
收购人员管理不规范，随意定价、恶性竞争事
件频发，阻碍了资源回收热情。

要发挥社区和社会团体作用，运用社会
力量实现富余品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调配。

相关专家表示，富余品供需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在回收企业站点难以完全覆盖的情
况下，社区和社会团体可以借助自身组织优
势，搭建起连接供需的桥梁。社区和一些非
营利组织有天然优势，可以将富余品收集起
来，送给需要的群体，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再
利用。

物尽其用

专家表示，扶持资源回收产业的同时，借
助社区、网络平台开拓富余品流通新渠道，让
社区居民通过亲身参与、体验，了解资源回收
利用的好处，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俭。

浙江省政协海外特邀委员、长期旅居西
班牙的戴华东介绍，西班牙政府对家庭生活
垃圾管理严格，如电器类与木质家具类垃圾
只能在规定的日期与时段内扔出，工作人员
定时回收。“政府每月划出一天，鼓励大家拿
旧货到广场上去买卖。像圣诞节，很多人会
把多余的东西拿出去义卖。”戴华东认为，在
中国也可以推广社区市场或者周末市场。“有
条件的社区可以专门腾出一块地方供居民进
行家庭富余品的买卖。”

与此同时，网络的普及为富余品交换提
供了线上交易机会。专家表示，一些大型社
区可以借鉴高校已成型的跳骚市场，设立网
上交易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富余品
交换、交易平台，实现资源利用，减少浪费。

专家表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关键在行
动，只要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单位做
起、从一个个社区做起，浪费就会减少。最主
要的是，大家要转变观念，不要把穿戴名牌甚
至奢侈品当成光荣的事情，更不要把用二手
物品看成是没面子或者贫穷的体现。

（据新华社杭州2月17日电）

资源回收链条
频现“断点”——

“奢侈的垃圾”
出路成问题

（资料图片）

记者：目前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究竟
有多大？

任正晓：粮食从生产出来到摆上餐
桌，过程很长，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损失浪
费。据测算，我国粮食产后仅储藏、运
输、加工等环节损失浪费总量在 1000
亿斤以上。

我国农户存粮占全国粮食年总产量
一半左右，由于储存设施简陋，缺乏技术
指导服务，损失比例在8%左右，每年因
虫霉鼠雀造成损失400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物流方式落后，散粮运输比
例约为15%，大多采用包粮运输方式，损
耗大。全国粮食企业有近1800亿斤仓容
属危仓老库，储粮条件差、损失大。这些
环节损失损耗逾150亿斤。

由于消费习惯误区，成品粮过度追
求亮、白、精，低水平粗放加工，既损失营
养素又明显降低出品率，副产物综合利
用率也很低。加工环节每年造成口粮损
失130亿斤以上。

请客吃饭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消
费方式，造成的餐桌浪费更是触目惊心，
有关方面估算每年餐桌浪费食物价值达
2000亿元。

记者：能否说损失浪费已成为危及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任正晓：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国每
年的粮食损失浪费量大约相当于2亿亩
耕地的产量，比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
一年的产量还要多。

粮食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土地、水及
化肥、柴油等生产资料。浪费粮食就是
浪费资源能源；节约粮食就是节约土地
淡水；推进节粮减损，就是减少排放和平
添无形劳力、无形粮田。

我国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
近年来粮食进口量持续增加，每年进
口的谷物和大豆在 1000 亿斤以上，而
每年又白白地损失浪费上千亿斤粮
食，如此对比令人痛心。粮食损失浪
费势头如不坚决遏制，就会加剧国内
粮食供需矛盾，也与全球资源供需形
势格格不入。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不
仅减轻了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压力，有
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有利于全
球粮食供求改善。

记者：何以说节约粮食已从守护粮
食安全上升为坚守民族道德底线的问
题？

任正晓：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反对浪
费，从更深意义上等同守住耕地红线，更
事关坚守中华民族勤劳节俭文化的道德
底线。

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每一粒粮食都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凝聚

着农民的心血汗水。浪费粮食是对劳动
的不尊重，是对优良传统文化的背弃。

我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
千万城市低保人口。浪费粮食折射出
奢华的思想观念和浮华的社会心态。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浪费冲击的是
思想的大堤、社会伦理的防线，既脱离
国情，也有损民风政风，危害巨大，影响
恶劣。

记者：怎样把反对浪费粮食的理念落
实为管理实践？

任正晓：必须转变粮食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推动科技进步，以减少流通环节
损失为重点，完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
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改变落后的粮
食收储方式和消费方式，进一步形成政府
主导、企业实施、全民参与的节粮减损机
制，加快建设节粮型社会步伐。

在强化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我们将在
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支持下，从2013年
起至2017年实施“粮安工程”，打通粮食

物流通道，修复粮食仓储设施，完善应急
供应体系，保证粮油质量安全，强化粮情
监测预警，促进粮食节约减损。

节粮减损、反对浪费，必须建立长效机
制。我们将编制《粮食行业节粮减损行动实
施方案》，制定节粮减损技术标准和设计规
范。我们还要推进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爱粮
节粮行动，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作
用，特别要探索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立法，
在《粮食法》中明确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条
款，以法律手段约束整治浪费粮食的行为。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能否做
到温饱不忘饥寒、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
忘节约、消费不能浪费，既事关物质层面，
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层
面。全国粮食行业将在储藏、运输、加工、
消费各环节不懈努力，厉行节约、爱粮节粮，
把“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传统发扬光
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每年浪费粮食逾1000亿斤！这个
数字超过我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
一年的粮食产量，几乎与 2012 年全国
进口粮食总量相当——这是国家粮食
局负责人17日公开的我国粮食储运包
装加工等环节的浪费数据。

餐桌上的浪费直观而触目惊心，粮
食储运包装加工等环节每年浪费1000亿
斤这一数据，同样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目前我国粮食产量稳定在每年1万亿斤上
下，而储运包装环节每年的浪费，就将这
个数字至少砍掉了一成。就像上街买10
斤大米，路上就漏掉至少1斤。这样的
损耗浪费实在让人不敢想象。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天量
的粮食浪费既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是
一种道德损耗。“奢靡之始，危亡之
渐。”浪费粮食折射出的浮华心态，冲击

的是思想观念大堤、社会伦理防线。
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长期生活在

饥饿中。我国还有 1 亿多农村扶贫对
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对粮食浪费
熟视无睹，包含着巨大的伦理道德风
险。

天量的粮食浪费也暴露了相关部
门、行业、企业管理松弛。多年来，我国
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确保粮食
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日召
开的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强调，“米
袋子”省长负责制亟待强化之处很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省长不仅要管粮食
生产，更要管住产后环节的浪费。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水、耕地、油气
资源，就是珍惜勤劳节俭这一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千年国本。“省长米袋子”
漏不得！（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当前已
进入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17日提出，力争春播
粮食作物面积稳定在 9.2 亿亩以上，全
年粮食面积稳定在16.69亿亩以上。

韩长赋在全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
工作视频会议上说，尽管我国粮食连续
9 年增产，但供求仍是“总量基本平衡、
结构性紧缺”。夏粮产量占全年的1/4，
夏油超过全年的 2/5，春播粮食面积占
全年的一半以上。只有全力抓好春季
田管和春耕备耕，全年农业丰收才有希
望。

为此，韩长赋提出，东北要积极稳妥
发展水稻、玉米等高产作物，努力稳定大
豆种植面积；南方双季稻适宜区要大力
推进“单改双”，力争早稻面积稳中有增；
西北要通过地膜覆盖等措施，扩大春玉
米等种植面积；西南要大力发展间套种，
扩大马铃薯、大豆等作物种植面积。

据气象部门预测，北方冬麦区春季
气温回升快、降水偏少，南方大部地区及
东北西部传统旱区降雨量也比上年偏

少，出现春旱可能性大。此外，去年秋冬
季雨雪多，病源、虫源基数大，增大了后
期病虫害暴发流行的风险。

韩长赋说，今年中央继续加大“四补
贴”、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
助等政策的扶持力度。各地要制订完善
实施方案，加大宣传力度，使政策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确保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

韩长赋要求各地农业部门把抓好春
季田管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引导农民适
时开展春季麦田管理，抓住当前返乡在
家过年的农村青壮劳动力比较多的时
机，动员农民早下田、早管理；针对今年
冬小麦和冬油菜生产的特点，加强分类
指导，坚持促控结合、以促为主，促进苗
情转化升级。

为推动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
作、密切农业部门与农民与基层联系，农
业部将继续组织为期一个月的“百乡万
户调查”活动，正月十五一过将派出 27
个工作组100多名干部，深入春耕生产
一线，督促检查各项措施落实。

一年千亿斤：粮食产后损失知多少

2亿亩地：一年浪费一个产粮大省的产量

守护天下粮仓：这是勤劳节俭文明的底线

从伦理到法治：探索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立法

必须正视的 危机粮蚀粮蚀
一年浪费一个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

我国“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而餐桌上游的整个粮食产
后损失同样严重。我国粮食产后损失到底有多大？作为天下
粮仓的守护者，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专访。

“省长米袋子”漏不得

农业部：力争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16.69亿亩以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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