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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餐饮业连续发起“减少食品浪费 提
供小份餐”的倡议。今年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出
台管理办法，推广鼓励餐饮单位提供“小份菜”“半份
菜”，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合理消费、文明消费，减少

“舌尖上的浪费”。
记者近期走访了解到，“小份菜”“小份饭”正在

撬动“减少浪费”的大文章，引领绿色节约“新食
尚”。但在小份菜逐渐被消费者接纳的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进一步推广的“烦恼”，尚需有关部门对症
下药、跟进管理。

小份菜：分量小、“能量”不小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小份菜”“单人餐”等点餐服
务的出现，提供小份菜的商家堂食光盘率提升、餐厨
垃圾大幅减少。

在某外卖平台上，记者搜索“小份菜”关键词发
现，不少店铺纷纷以小份菜命名，比如“大先生小份
菜”“爆炒小碗菜”等。一些实体餐饮商家在店内显著
位置和餐桌上均张贴或摆放有“不剩菜、不剩饭”“选
择小份菜”等字样的宣传画、展示牌，饭店服务人员还
会特意提示就餐顾客，店内推出了专门的小份菜菜
谱，引导顾客理性消费。

南京大牌档一位工作人员说，多年前，他们已推
出堂食小份菜。近年在外卖端也推出小份菜专栏，进
行了更多菜品的开发，一些招牌菜品细化出大、中、小
份，价格从数元到几十元不等。“午餐时段，各家分店
平均能卖出 100 多份小份菜，减少浪费还拉动了销
量，客户满意度较高。”

“全国门店平均每月售出小份菜约16万份，店里
的主打菜品小份蒜香火腿豆腐、汽锅鸡销量最好，很
受外卖消费者欢迎。”云海肴外卖总监杜祥宏告诉记
者，这让餐饮企业在开发更多品种、更高品质的小份
菜上也有了更多动力。

记者从某外卖平台了解到，近两三年来，这家外
卖平台的小份菜数据出现多项增长：截至 2022 年 8
月，平台已有超过90万注册餐饮商户提供超过560万
种小份菜，提供小份菜的商户数与相关菜品数量，比

2020 年增长接近一倍；小份菜销量也较 2020 年增长
114.5%。

此外，这家平台还和商家合作推出了外卖“小份
饭”，共同倡议减少主食浪费活动。其消费端 App 也
增加了“小份菜”搜索选项，引导用户需要时点选小份
菜餐品。

对于“小份菜”“小份饭”点餐服务，就餐消费者多
持肯定态度：“花样多、能吃好，还不浪费”“能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适合独居、小食量消费者选
择”。北京消费者姚女士表示，“小份菜的意义不仅仅
是一餐的节约，还在于对人们节约意识和观念的长期
引导。”

进一步推广遭遇“烦恼”

记者走访发现，小份菜在进一步推广过程中，也
出现了种种情形有待改善：有的落地出现“一阵风”，
有的菜品克数等具体信息比较模糊，容易引发消费纠
纷。

虽然监管部门大力倡导“小份菜”“小份饭”，但部
分消费者反映，堂食和外卖平台小份菜、小份饭种类
仍然偏少，可选项有限，商家对菜品的开发缺乏创
新。记者在某外卖平台随机搜索三家知名餐饮连锁
企业发现，其中两家企业的店铺页面均没有小份菜外
卖选项，另外一家关键词虽然可以搜到“小份”二字，
但菜品却是由几个小份菜组成的一个大菜，无法单独
购买。记者在这几家企业的实体店内走访发现，菜单
上同样没有小份菜的身影。

对此，部分餐饮企业经营者表示，推广小份菜对
于餐饮企业而言，并不是简单地减少菜品分量。“同一
种菜品会一起制作，如果分量有变化，就要改变现有
的厨房运营模式。”北京宣武门西大街附近一家餐饮
企业经营者说，小份菜增加了劳动量，餐饮企业需要
投入更多精力、增加一定的成本，只有提高一定的价
格才能获取原来同等的利润。

太原市万象城、亲贤街多家餐饮企业经营者表
示，“同等条件下，消费者消费大份菜、一份菜价格
要低于两份小份菜、半份菜的价格之和，一些消费

者认为不划算，让小份菜、半份菜推广面临困难。”
在某外卖平台，记者浏览发现，一些给予差评的消
费者评价留言称，小份菜的分量和价格不成正比、

“量少价贵”等。
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有的商家不标注小份菜

克数等具体信息，给消费者判断、选择增加了难度。
有些小份菜的定价明显不合情理，个别商家借小份菜
之名对菜品进行变相涨价，需要加强监管。

让消费者感到贴心又放心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目前小份菜推广过程中出现
的一些难点，餐饮企业和相关部门还需对症下药、解
决问题，真正让消费者感到贴心又放心。

广大餐饮企业可在小份菜菜品设置上再广开
思路，根据店铺经营状况和菜品特色，对不同菜品
的小份菜分门别类、细化定价，在保证自身盈利的
同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还可以将原来大份菜
的做法进行流程化梳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
证菜品品质。

长期关注食品浪费问题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认为，外卖平台本身掌握有
一定量的消费者数据，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研判消费
者饮食趋势，引导更加贴近消费者需求的小份菜设
置和合理消费，“消费者饮食习惯不同、饭量不同，外
卖行业要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推
动餐饮行业的升级变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所副主任王灵恩表示，外
卖平台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加大对小份菜
的支持力度。如降低小份菜佣金费率、提供数字化
支持等，同时将优惠活动门槛、起送价等设置得更合
理。 太原市寻羊仙味总经理刘佳建议，除小份菜点
餐服务之外，也可探索拼单服务等新模式，给部分独
居、小食量消费者更多选择。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山西省消费者协会相关人士认为，也要通过一段
时期的引导，消除部分消费者对“小份菜就是半价菜”
的认识误区。

新华社太原5月30日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 30日电（记者李响、顾
煜）30 日 11 时 46 分，随着一枚巨型钻头刺入沙
漠，我国首个万米深地科探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
正式开钻。这是我国在深地领域探索大自然的
一大壮举。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科 1 井”，预计钻探深
度11100米，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周边沙丘环
绕。开钻前，地面架设起约 20 层楼高的钢铁塔架，
稳稳矗立在流沙之上。开钻后，重达2000多吨的钻
头、钻杆、套管等将深入地下，穿透白垩系等10多个
地层，成为探索地球深部的“望远镜”。

据专家介绍，开钻万米深井，是探索地球未知领

域、拓展人类认识边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地处天山、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历经沧桑

巨变，在数亿年的地壳运动下，地表沟壑纵横、地下
支离破碎，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开发难度堪称世界少
有、国内独有。不仅如此，入地万米，还将承受
200℃的高温、1700倍于大气压的高压等挑战，每进
一米，钻探难度都呈几何级数增加。在中国工程院
院士孙金声看来，施工难度之大，犹如“大卡车在两
根细钢丝绳上行驶”。

近年来，我国不断向地球深部进军，多次刷新深
地开发纪录。这为万米深井工程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条件、技术准备和经验积累。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齐琪）最高人民法
院与全国妇联 30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的意见。意见规范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促进家长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用法治守护
孩子们健康成长。

意见分六个部分共24条，明确人民法院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的情形和范围，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
婚案件过程中，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方，应当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涉及抚养、收养、监护权、探望
权纠纷等案件，以及涉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
等特殊群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就监护和家庭教育
情况主动开展调查、评估，必要时，依法提供家庭教育
指导。

据介绍，意见明确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的要求和方式，明确了人民法院责令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的情形。符合这些情形，且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后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以
决定书的形式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依法责令其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

此外，意见注重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和法治宣传教
育，加强诉源治理，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
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发
出司法建议。

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推动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
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段农根介绍，经初步统计，到
2022 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10308
份，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构
837个，开展家庭教育指导3808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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