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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盐城市烹饪行业协会、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慧华、刘蓓、徐加忠、陆小平、丁小萍、孙锦文、成韦 丁正东、蔡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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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厉行节约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餐饮厉行节约的术语和定义，提供了餐饮厉行节约宣传、实施、评价等环节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餐饮组织厉行节约工作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业厉行节约 

在符合饮食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的以提高原料利用率、促进节能环保并采取适当

措施减少用餐浪费为主要内容的行为规范。 

3.2 大份菜 

平时提供菜肴的标准分量。 

3.3 中份菜 

平时提供菜肴标准分量的2/3。 

3.4 小份菜 

平时提供菜肴标准分量的1/2。 

3.5 标准套餐 

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附录六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表（DRIs 2013），以

一个成年男性（18岁～49岁）正常推荐摄入能量值（2250 kcal/d），结合时令菜、季节菜和客人的需

求制作的套餐。 

4 宣传 

4.1  在餐饮场所醒目位置显示节约资源类提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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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网络销售平台显示餐饮厉行节约类提示语。 

4.3  消费场所的建筑设计应符合 GB 50189中的相关要求。 

4.4  建立资源使用及管理责任制，细化到个人，按照每年不宜少于两次的频率进行考核评估。 

4.5  将厉行节约相关内容纳入供餐单位常规化培训，每年不宜少于 2次的集中培训学习。 

4.6  鼓励媒体宣传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推广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先进做法。 

4.7  建议街道、社区在住宅小区内宣传，让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进入每个家庭。 

5 实施要求 

5.1 加工 

5.1.1  遵守加工流程技术标准，加强对原材料消耗的管理。 

5.1.2 经常检查库存原料，检查频率为每天不宜少于 1次，避免食品贮存过期。 

5.1.3 科学选择烹饪加工方法，合理利用原材料，做到物尽其用。 

5.1.4 合理点缀、装饰菜品，减少大型装饰性原材料的使用。 

5.1.5 合理选用餐具，减少大型装饰性餐具的使用。 

5.1.6 节约水资源，减少水龙头直冲洗碗、洗菜，杜绝长流水，以减少流失量。 

5.1.7 节约电资源，采用高效、安全的新型节能器具。使用时，选择合适的参数；使用完毕，及时关

闭。 

5.1.8 建议使用节能炉具，防止空烧、节约燃料。 

5.1.9 定期清理冷冻冷藏柜，冷冻冷藏设备按规范要求设定温控。 

5.2 消费 

5.2.1 按节约餐饮和营养均衡的理念设计菜品，宜提供大份菜、中份菜、小份菜供用消费者选择，并

鼓励在标准化套餐的基础上提供中份菜选择。 

5.2.2 菜单上除常规内容外，建议注明菜品建议食用人数，以及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提示语。 

5.2.3 主动提醒用餐者理性消费，引导用餐者适量、适度点餐（取餐），有条件的单位可对“光盘”

的用餐者进行适当奖励。 

5.2.4 主动提醒消费者打包剩余食品，并提供安全卫生、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盒。 

5.2.5 在为用餐者提供打包服务时，选择合适包装方式，尽量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 

5.2.6 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外卖使用可降解餐盒。 

5.2.7 单位食堂宜实行就餐人数预约登记制度，有助于餐饮适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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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中小学校（幼儿园）可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方面教育。 

5.2.9 单位食堂、小餐饮鼓励采取分食分餐。 

6 评价 

6.1  监督 

6.1.1 供餐单位宜建立厉行节约评价制度，实施自我监督，做好检查记录。 

6.1.2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按照评价标准对供餐单位进行监督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