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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省公务用餐禁燕窝鱼翅
多为自助餐 只点家常菜 烟酒禁上桌

日前，国家粮食局副
局长吴子丹向媒体透露，
据有关专家估算，中国每
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
约合 2000 亿元，相当于 2
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一
顿公务宴，数亩农田粮”，
一直以来，老百姓对公务
接待标准诟病颇多，公务
用餐也常导致大量食物
浪费。

11日，福建省委省政
府出台《关于厉行节约反
对 食 品 浪 费 的 实 施 意
见》，要求坚决杜绝公务
用餐浪费，公务餐主要提
供家常菜和不同地域通
用的食品。

记者根据媒体公开
报道统计发现，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 22 省份发
文要求“反浪费”。其中，
10 省份印发了关于厉行
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
见。绝大多数省份都强
调，公务用餐不得提供香
烟和高档酒水，也不得提
供高档菜肴，不得使用私
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
所。

◆专家建议

应加强执行监管
和问责力度

“关键把住钱。”竹立家表示，各
地党政机关应加大细化力度，预算
申报部门要对相关的事项进行说
明。他强调，规范公务接待重点在
于执行和监管，此外还应加大问责

机制，对于超标公务接待应有严厉
的惩处。他认为两句话就可以概
括：“多少钱，超过罚你。”

许耀桐则认为，并不是在于条
文数量的多少，当务之急还是要落
实，要加强督查力度，定期不定期的
检查，堵住官员的侥幸心理，久而久
之形成惯性。

“现在是一个磨合期，常抓三年
五年，就都自觉了。”许耀桐说。

多省发文 接待集中管理 控制支出总额
为遏制“舌尖上的腐

败”，中央曾先后印发过《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
待管理规定》等条文，各地也
纷纷出台实施细则。今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又印发《关于厉行节约
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

记者整理发现，目前，全
国已有 22 省份发文反浪
费。其中，四川、浙江、云南
等 16 省印发了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实施

细则；北京、广西等 10 个省
份印发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的意见。

在已经印发相关实施细
则的省份中，各地都明确了
公务接待的范畴。比如，对
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
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
接待范围；建立健全公务接
待集中管理制度；有 12个省
份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接待
费支出总额控制制度。

江西、新疆、贵州还提出
会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预算

管理并单独列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

家告诉记者，“八项规定”、
“反四风”开展以来，相比较
此前，大吃大喝的风气已经
大规模压制下去了。在竹立
家看来，此前公务接待的铺
张浪费、讲排场等等不好的
风气，已经被主流的风气扭
转过来了。

“现在很多都是自助餐，
但是不排除有个别地方，还
在偷偷摸摸地顶风上。”竹立
家说。

用餐从简 安排自助餐 陪餐人数受限
对于公务接待，目前有

10个省份明确提出，公务用
餐应该推行简餐或者标准化
用餐。对于餐饮的形式也有
着明确的要求，比如，北京、
黑龙江、河北、山东等 8个省
市明确提出，公务活动用餐，
原则上实行自助餐。福建则
是规定可以提供自助餐或在
接待单位公用食堂用餐。从
标准上，实行自助点餐计量

收费，多供应小份食品。
同时，各省还强调，严禁

党政机关向企事业单位转嫁
公务活动用餐费用，严禁以
会议、培训等名义组织宴请
或大吃大喝，原则上不安排
陪餐人员。

对于陪餐人数，山东规
定：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
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人；
超过 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

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

桐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过去养成了吃喝送
请的惯性，很多单位感觉领
导来了不接待好情面上过不
去。中央提倡的简化接待到
了基层打了折扣，主要还是
在于这些人多年来迎合上级
的心理作怪。”

“公务菜单”只点家常菜 禁吃鱼翅燕窝
在公务用餐标准上，22

个省份都强调了不得提供香
烟和高档酒水，也不得提供
燕窝、鱼翅等高档菜肴，不得
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
场所。

对餐桌上的菜品，内蒙
古、甘肃等 12 省份提出，公
务用餐提供家常菜或者是不
同地域通用食品。还有江
西、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甘
肃等 6省份还规定可选择以
地方特色菜为主。

同时，有的省份列出公

务餐禁止食用的名单，山东
规定“不得提供鱼翅、燕窝
等”，而河北还不允许食用野
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

其中黑龙江的规定最为
详细：“禁止提供熊掌、犴鼻、
鲍鱼、鱼翅、燕窝等。”犴鼻即
驼鹿的鼻子，与熊掌、鹿尾一
道，被认为是大兴安岭的三
珍，也是中国传统菜肴中的

“八珍”之一。
竹立家表示，党委政府

的公务活动，关键是“消费”
要合理。“硬性规定不让什么

菜上桌是次要的”，竹立家表
示，应该从预算的合理化和
细化上加以约束，比如说一
餐一人不能超过多少钱，超
过就是违规。

许耀桐表示，中央点名
不得提供某样食物，是为了
起到提示作用，要防止一些
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对点名的
菜品不吃，转而换成其他高
档菜，所以对报账要严把
关。“报账要提供菜单、单价、
酒水等明细，除了看单价也
要看总价。”

结账买单 使用公务卡 不得现金支付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
的意见》中明确，各地区要
制定本地区公务活动用餐
开支标准并定期进行调整，
明确公务接待工作餐费报
销规范。

目前，部分地区对公务
接待的标准有一些探索，例
如温州市的“工作餐每人不
超60元”、“公务接待要逐月
公示报告”等。

贵州省从去年开始推
行 公 务 接 待 进“ 廉 政 食
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
接待客人、会议就餐都严格
按照“四菜一汤”标准，单人
单餐最高不超过20元；当地

还推行接待审批、接待登记
制度，并逐月公开原料采购
费用、接待人次、接待总费
用等。

对于公务用餐的开支
标准，各地在该省公布的关
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的实施细则和关
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
的意见中均未明晰。

山东、广西、福建等8个
省份仅要求各地根据当地
实际制定公务活动用餐开
支标准，并没有公布具体标
准范围以及如何制定标准
的细则。

对于公务活动的餐费
如何支付，各省规定略有不

同。湖南、广西、四川、河北
等地要求公务活动用餐费
支付应严格执行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有
关规定。

陕西则规定严格执行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除按规
定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或银
行转账外，一律使用公务卡
支付。山东、陕西均强调了
不得以现金支付。

此外，黑龙江、湖南、福
建、陕西、吉林、广西等省份
还要求，各地在公开“三公”
经费支出时要列出公务活
动用餐费支出。

■新中国成就档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
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
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
指导思想。

12月 l8日至22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
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主题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充
分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
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增选陈云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
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
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
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
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
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
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
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
务书记。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
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
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

“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
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
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

“四人帮”之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
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教师参与
志愿活动计考核
中小学教师
可开展免费学习辅导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教师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意见》，
提倡教师利用工作之余主动参与
适合职业特点的无偿志愿服务活
动，有关表现可在教师考核评价
中予以参考。

教育部建议，中小学教师可
将农村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
困难家庭学生、残疾和学习有困
难学生、薄弱地区教师等作为主
要服务对象，开展免费学习辅导、
巡回支教、城市教师对口帮扶农
村教师等志愿服务活动。高校教
师可开展科技文化医疗服务下乡
进社区、科技成果惠民生、专业对
口支援交流、扶危济困、重大活动
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退休教师
可到学校、社区及农村薄弱地区，
开展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教学
技能传帮带、传统文化弘扬等志
愿服务活动。

教育部鼓励教师成为注册志
愿者，同时建立教师志愿服务“绩
分银行”，对教师志愿服务活动进
行认证和登记，有关表现可在教
师考核评价中予以参考。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