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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铜鼓县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全面节约战略部署要

求，扎实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根据《粮食节约

行动方案》（厅字〔2021〕40 号）、《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

（发改办环资〔2021〕949 号）、《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 2023

年工作要点》（发改办环资〔2023〕175 号）等文件要求，以

及国家、省、市近期对粮食节约与反食品浪费工作部署，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切实增强做好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压实工作责任，参与部门要密切配合、主动作为、

形成合力，采取综合措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决刹住浪费

粮食的不良风气，确保 2023 年底前，我县粮食全产业链各

环节节约减损取得实效。

二、制止重点领域食品浪费

（一）开展反餐饮浪费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

经营者反食品浪费行为，促进餐饮经营单位减少浪费、降本

增效，引导消费者文明、健康、理性消费。开展制止餐饮浪

费专项行动，坚决遏制餐饮浪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

商务局、县发改委、县文广新旅局,各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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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职责分工负责。以下工作任务均需各乡镇人民政府参与，

不再另外列出）

（二）重点监管宴会餐饮消费。对公务接待、商务宴请、

婚宴、满月宴、寿宴等餐饮消费实行重点监管，适时抽查是

否存在明显浪费情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三）加强餐饮和食品行业管理。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

提供不同规格、分量的宴会菜品供消费者选择。鼓励餐饮服

务经营者主动提示消费者按量点餐，提供“小份菜”“半份

饭”等服务，在菜单或网络餐饮服务平台页面向消费者提供

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餐后主动提醒消

费者打包并提供打包服务。引导外卖商家在外卖平台页面以

显著方式增加“适量点餐”“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反对

浪费”提示，避免外卖点餐中的浪费行为。适时开展餐饮行

业反食品浪费调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务局、县发

改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餐饮行业自律。加强对餐饮行业协会和餐饮

服务经营者的指导和规范，督促其遵守有关规定并响应反食

品浪费倡议。推动餐饮行业协会发出反餐饮浪费倡议；支持

餐饮行业协会对有浪费行为的会员采取必要的自律措施，引

导会员自觉开展反食品浪费活动；引导餐饮行业协会组织会

员学习《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县商务局负责）

三、加强公共机构等单位餐饮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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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公共机构反食品浪费。发挥机关示范引领作

用，根据国家相关标准，科学规范开展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

工作。不断优化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

度。将反食品浪费纳入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节约

型机关创建、公共机构年度节能考核等范围，配合县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纳入生活垃圾分类考评范围。探

索开展预约用餐、按量配餐、小份供餐、按需补餐等供餐方

式。（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

（六）加强学校食堂餐饮节约。加强学校食堂餐饮服务

管理，推动学校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将学校开展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情况纳入中小学校行为规范示范校评比。广泛

开展实践体验和劳动教育，深化师生尊重劳动、爱惜粮食意

识。(县教体局负责）

（七）强化国有企业反食品浪费。健全国有企业单位食

堂管理、厨余垃圾统计分析评估等制度，定期对国有企业开

展实地督导调研检查，对存在突出的问题及时纠正，加强通

报曝光力度。落实国家将反食品浪费有关工作纳入模范食堂

创建、文明单位评选等要求。（县财政局负责）

四、推进全链条粮食节约减损

（八）继续强化粮食生产节约增效。深化农业节约用种，

以优质高效、多抗广适、低损收获的水稻品种为推广导向，

筛选推广节种宜机品种，进一步调优水稻品种。加强机收减

损技术指导、开展农机手作业能力培训，进一步降低粮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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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作业损失率，组织开展机收损失监测调查。（县农业农村

局、县发改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深化粮食存储减损降耗。加强粮食仓储设施绿色

储粮升级改造，强化粮仓设施分类分级和规范管理，提高用

仓质量和效能。（县发改委负责）

（十）优化粮食运输方式。推广使用粮食专业散装运输

车、铁路散粮车、散装运输船、敞顶集装箱、港口专用装卸

机械和回收设备。推动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

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最大程度降低港

口作业环节粮食损耗。大力发展粮食多式联运，减少运输环

节粮食损耗。（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一）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推广低蛋白日粮、蛋白

饲料多元替代、饲料精准配方和精细加工等技术运用。（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

（十二）加强粮食损失调查评估。按照全链条粮食损失

浪费评估指标体系，针对粮食生产、储存、运输环节，开展

粮食损失损耗调查评估，在粮食供需平衡表中体现粮食损失

损耗量，定期进行数据汇总及分析评估。积极参与粮食损失

浪费调查评估方法以及粮食损失浪费评价标准制定。（县发

改委、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局、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县统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强化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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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强宣传引导。持续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政策解读和法律法规宣传。通过“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公益宣传，在食餐类展会或活动、文明旅游宣传片中增加爱

惜粮食、“制止餐饮浪费”等内容。以餐饮行业反浪费和促

节约为切入点，推出一批互动性强的融媒体作品。以世界粮

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活动为契机，对各部门、各行

业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的经验做法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和

推广。做好舆论监督，对粮食浪费行为进行曝光。禁止制作、

发布、传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浪费行为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

息。（县委宣传部、县卫健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务

局、县发改委、县文广新旅局、县融媒体中心等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十四）开展文明示范创建。落实好将粮食节约和反食

品浪费工作纳入群众精神文明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等活动要求。（县委宣传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五）强化青少年教育。深入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活动，开发一批具有青少年特色的节约粮食志愿服务活动。

将少年儿童节约粮食情况纳入入队教育、队中培养环节，深

化推广实施“红领巾奖章”节约章争章活动，广泛开展主题

团日、队日活动，强化评优评先激励引导作用。（团县委、

县教体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加强家庭家风建设。深化家庭爱粮节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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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勤俭节约良好家风，组织“小手拉大手 节粮一起走”

主题教育活动，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等家庭文明建设活

动为载体，重点选树一批勤俭节约家庭典型，挖掘家庭爱粮

节粮好经验好做法。（县妇联负责）

六、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十七）严格执法监督。建立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综合运用自查、抽查、核查等

方式，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管。加强反餐饮浪费情况检查监督，

将反食品浪费作为重点内容列入星级饭店、A 级景区和旅行

社的明查暗访检查项目。鼓励单位和个人举报餐饮服务经营

者食品浪费行为，对违反《反食品浪费法》要求的餐饮服务

经营者进行约谈提醒，公开曝光浪费食品的典型案例。（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文广新旅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强化科技支撑。鼓励引导粮食存储、加工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绿色储粮、粮油加工、质量检测、营养

健康等重点领域开展节粮减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县工信

局、县发改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铜鼓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股 2023年 10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