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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0月 16日电（记者 刘惟
真）写字楼外的垃圾回收处，多份外卖主食
还剩近一半；婚宴结束后，很多主食动都没
动；大会就餐区，有的团餐盒饭没打开就扔
了……生活中，一些主食浪费的情景令人触
目惊心。

近年来，随着“光盘行动”持续开展，节
约粮食的良好风气正逐步形成。但记者走
访发现，米饭、面条等主食仍然容易造成餐
饮浪费。

主食易浪费主食易浪费

餐馆就餐虽已吃饱，但习惯上还要点主
食，餐后主食仍有大半剩在桌上；平时饭量
不大，外卖配送的米饭却盛了满满一盒……
这类主动或被动造成主食浪费的场景司空
见惯。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
告》对某市学校餐厅的调查，该市中小学生
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餐130克，浪费率为
22%；在浪费的食物构成上，主食为主要品种
之一，占总量的45%。

外卖是主食浪费的高发场景之一。广
东省外卖点餐浪费问题调研小组开展的一
项问卷调查显示，在菜品品类浪费方面，选
择快餐便当、米粉面食等主食的占比达
68.3%。天津消费者魏女士说，自己饭量不
大，点外卖时主食常常吃一半、扔一半。“剩
下的米饭沾上了菜汤，带回家也不好处理。”

此外，随着商务会议、会展活动陆续恢
复，会场团餐中的主食浪费现象也值得关
注。“在外参会时，有的会场活动餐一订就是
几百份，大批主食丝毫没动就被丢在垃圾桶
旁，看着十分可惜。”长期在天津从事写字楼
物业管理运营工作的付彦斌说。

“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虽已高于国
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但我国人口
基数大，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天气、低温冷害、
洪涝灾害等不时出现，对粮食安全要时时敲
响警钟。”天津农学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杜锦说，一些消费
者对我国粮食种植“家底不清”，节约意识不
足。

主食浪费率为何主食浪费率为何““居高难降居高难降””？？

记者调研了解到，主食浪费的“老毛病”
难以根治，既有部分消费者观念还需转变的
原因，也与目前餐饮机构经营、外卖平台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

——怕被打差评，多给更保险。天津一
位餐饮行业工作者说，对餐厅而言，主食给
少了容易招致顾客投诉，而区分大小份则会
增加后厨工作量，不如统一多给，“省事又讨
好”。

有商家表示，相比堂食，外卖用餐者的
饭量更难以预估，后厨一般会提前盛放好外

卖份饭以便配送。“前段时间在一家连锁快
餐品牌点外卖，每份米饭给了四两多。虽然
下单时已和工作人员沟通少给些，但对方表
示米饭分量是固定的，难以操作。”天津市烹
饪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孔令涛说。

——讲排场，爱面子，“盛宴”变“剩
宴”。在商务宴请、婚宴酒席上，主食往往是

“标配”；但在享用完丰盛的菜品后，米饭、面
条等时常乏人问津。“为了排场，菜不能少
点，主食肯定也得有，不点不好看，吃不吃是
客人的事。最后主食大家都吃得很少，剩下
很多。”陕西某企业经理李先生说。

——追求“轻饮食”，口味更多元。杜锦
说，一些消费者餐饮习惯趋于“轻量化”，对
主食的需求有所减少。主食与非主食的界
限也较为模糊，一些沙拉、蔬果等也可作为
主食，如果米面供应量过大，也可能造成浪
费。

此外，一些机关、学校食堂管理比较粗
放，米饭等主食免费供应，容易造成浪费。

共同行动防止主食浪费共同行动防止主食浪费

不少部门高度关注主食浪费现象，积极
倡导勤俭节约的新“食尚”。今年3月，中国
消费者协会等八家协会、学会、商会联合倡
议，针对外卖点餐场景存在主食浪费的现
象，加快推广“小份饭”“半份饭”等，更好地
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
王铁汉表示，餐饮浪费现象的出现，既有物
质生活日渐丰富而忽视了粮食节约的因素，
也有监测评估体系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处置

不易到位、宣传引导不够深入等原因。多位
专家认为，在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商家、
消费者及相关部门还需发挥合力，防止餐饮
浪费，保障粮食安全。

首先，餐厅在堂食菜单上可明确标注主
食分量，为顾客提供多元化的点餐选择。天
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
认为，可进一步细化完善主食分量规格的标
识说明，加快推广中份饭、小份饭，比照大份
饭分量、售价合理设定价格。天津阿依来新
疆餐厅董事长姜子介建议，点餐时米饭可以

“两”为单位，让消费者按照饭量自由选择。
其次，进一步丰富主食品类，优化口

味，注重“精烹细调”与管理细节。“现在消
费者对口味要求越来越高，主食也要创新
形式，如大米既能蒸制米饭，也可以做成醪
糟、米糕等。”孔令涛表示，还可在部分餐厅
尝试推出“智慧电子菜单”，将顾客所点的
饭菜分量以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等含量自动进行计算加和，帮助顾客合理
规划餐食。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建议，婚
宴、自助餐、单位食堂等用餐场景应围绕制
止浪费强化精细化、人性化管理，及时监测
和评估就餐状况，按需供餐、科学配餐。

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牢固
树立节约粮食的意识。杜锦等业内专家建
议，要加强科普，让公众对粮食来源、我国人
均粮食占有量、粮食营养成分、饮食搭配等
方面知识增加了解；学校教师与家长要从小
帮助孩子树立起爱粮节粮意识，让“光盘行
动”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齐
琪）最高人民法院16日发布涉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涉及
网络自媒体蹭热点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侵
害民营企业声誉、基于不当目的注册商
标侵害民营企业家人格尊严、无事实依
据抹黑企业或者企业产品等问题。

这6件典型案例是：某科技公司诉
某文化公司、某传媒公司名誉权纠纷
案；谢某诉陈某人格权纠纷案；某通讯
器材公司诉闫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某文化创意公司诉王某某名誉权纠纷
案；某食品有限公司诉某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某网络公司与某
生物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据了解，在侵犯民营企业、民营企
业家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绝大多数侵权
行为是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对此，人民
法院依法规制网络侵权行为，营造健康
清朗网络环境。例如，在某文化创意公
司诉王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
认定在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聊中发表
贬损性、侮辱性的言论信息构成侵权，
明确责任承担，对于审理此类案件具有
参考意义和指引价值。

“加强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人格
权司法保护，及时制止侵害民营企业、民
营企业家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对于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人民法院
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找准司法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结合点和着力
点，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
中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消息，说
是有位39岁的博主去高原旅游半个月，结果
身高竟然长高了2厘米。

看到这样的消息，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
想去西藏之类的高原地区旅个游，让自己再
长长个。那去高原旅游一段时间，真的能让
已经停止长个的成年人继续长高吗？

其实，这事并不靠谱。目前并没有任何
科学研究能够证实高原地区能够让人长个
子。且不说30多岁的成年人已经停止长高
了，这个长高速度也是相当离谱的。

根据 2018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7 岁~
18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发育等级评价》，一
般情况下，处于青春期，生长旺盛阶段的
孩子每年身高增长也只有 10 厘米左右，成
年人半个月长高 2 厘米这件事也不太靠谱
了。虽然去西藏不能让人长高。但如果
你去一个更高的地方，那还是有机会长高
的。

去太空真的能长高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
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总体
室主任吴大蔚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中常

驻一段时间后，身高确实会有 3 厘米～5 厘
米的变化。

这是因为在微重力环境下，椎间盘之
间的缝隙会变大，让脊椎变长了。因此，人
们在为航天员设计衣服的时候，也需要考
虑到这一点。不过，航天员在太空“长”出
来的身高只是暂时的，在回到地球的正常
重力环境后，椎间盘之间的间隙又会恢复
原来的大小，多出来的身高也会“缩回去”。

不过，这个“一拉一缩”的过程，可能会
对航天员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在
2016 年，《脊柱》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
指出了这一点，研究观察记录了美国宇航
员的身高和脊柱相关的生理指标，发现宇
航员在太空中停留6个月的时间，确实长高
了 4 厘米～6 厘米。但这些宇航员也出现
了脊柱疼痛的问题。这跟脊柱周围的肌肉
含量下降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对比宇
航员和其他战斗机飞行员的数据，会发现
宇航员患椎间盘突出的风险比其他飞行员
要高4.3倍。

目前，国内外的航天员在太空中都是要
进行特定的锻炼，以减小微重力环境对身体
产生的负面影响。

相比于长高
成年人更应该关注“老缩”

对于接近40岁的成年人来说，长高已经
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了。相比之下

“老缩”（也就是随着年龄增大，身高会开始
“缩水”）才是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根据阿肯色医科大学老年病学家Pham
Liem的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
会因为关节之间的软骨磨损、骨质疏松症等
原因导致脊柱变短，从而变得更矮。而对于
成年人来说，也可能因为肌肉量下降而引起
身高下降。在 30 岁～70 岁之间，成年人的
身高可能会降低大约2.5厘米，而在80岁之
后，可能会继续减少2.5厘米。而另一项针
对45岁以上中国人的调查预测发现，随着年
龄的增长，男性大约会“缩水”3.3厘米，女性
会“缩水”3.8厘米。

虽然“老缩”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但
这项研究还发现，“老缩”的程度跟人们的生
活条件，特别是营养水平有很大程度的负相
关性。也就是说，注意均衡饮食确保钙质的
摄入，以及保持运动，减缓肌肉量下降的速
度，也可以减少身高“缩水”。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熊
丰）记者16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
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始终
紧盯不放，在持续开展多轮次打击行
动，坚决铲除诈骗窝点、依法缉捕涉诈
人员的基础上，近日，云南普洱公安机
关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边境
警务执法合作，抓获2349名中国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并移交我方。这
是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行动以来，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
次，其中包括网上在逃人员111名。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云南公安机关
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不断加强边
境警务合作，持续通报最新研判的诈骗
窝点和人员线索，并于近日密集开展抓
捕行动，一大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
人相继落网。10 月 14 日，2349 名嫌疑
人移交我方并分别由云南昆明以及江
苏、河南、山东、湖南、重庆等地公安机
关陆续押回。截至目前，在云南多地公
安机关不懈努力下，已有4666名缅北涉
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其中包括网上在逃人员205名。今年8
月以来，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
数、造成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24%、
20.5%。

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
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
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持续组织
专项打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公安机
关将持续发力，全力清剿诈骗窝点，依
法公开通缉、缉捕涉诈人员，坚定不移
铲除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毒
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
法权益。

主食浪费率为何“居高难降”

高原呆半个月增高2厘米？

最高法发布

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
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

2349名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嫌疑人一次性移交我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