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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食物浪费，这些国家有妙招

在新西兰，家庭每年扔掉的食物高达122547吨，这些食物量足够新西兰奥塔戈区首府达尼丁地区的全部人口

吃上整整2年。针对这一现象，新西兰于2016年起展开了一项为期3年的“热爱食物，讨厌浪费”行动。当时，

新西兰全国59个议会和wasteMINz组织联合筹措了100万新西兰元，希望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教育活动，有

效减少食物浪费。尽管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但新西兰各地结合自身特点确定不同的活动内容。比如在拥有众

多果园的汉密尔顿地区，会定期举行社区水果采摘日活动，工作人员会教当地居民如何利用食物碎屑制作美食。

日本在2019年5月通过《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要求在内阁府设置“食物浪费削减推进会议”，推动“食

物银行”活动，即相关团体可从食品生产企业等处获得即将废弃的保鲜期内食品，免费提供给福利设施或生活困

难者。便利店是日本人购买食品的重要渠道之一，7—11便利店推出积分奖励活动，对于购买临近保质期的盒饭、

面包等食品的顾客，给予积分奖励；购买距离保质期5小时以内食品的顾客，自动成为优惠对象。日本全家便利

店也于当年圣诞节宣布出信的蛋糕将全部采用预约制，推出预约优惠返现活动。此前，全家便利店推出鳗鱼饭的

预约制度，大幅减少了食物浪费量。

意大利通过设立“全国预防食物浪费日”、向致力于推动减少食物浪费的个人及企业颁奖、投资回收食物的

手机应用等做法，减少食物浪费。一些意大利人还将厉行节约变成充满乐趣的创造——民众可以在网上查看别人

分享的“对抗浪费”食谱，利用边角料食材烹饪出意大利面菜肉煎饼、拿铁面包、火腿酿肉卷等。米兰市政府于

2019年起推行一项以社区为枢纽的尝试，首家“社区反浪费枢纽”位于城市的中心商务区，每天工作人员会前往

参与行动的11家超市和附近的5家企业食堂，将未售出或未被食用的新鲜菜品回收、储存，按需分发，提供给慈

善机构。参与提供食物的企业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并授权使用米兰市政府“零浪费”行动的标签。

(摘自：吴越《解放日报》2021年5月17日)

法国经济复苏离不开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精准”打击了法国的优势产业，严重冲击法国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如旅游、

酒店、餐饮、零售业、航空、汽车等优势产业。尽管如此，从经验上看，法国经济的复苏前景并不像表面看起来

那么悲观。

如今，法国经济复苏确实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一系列救助措施以及“法国振兴”(France Relance)复苏计划

都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疫情期间，法国政府财政政策火力全开，推出了一系列救助和复苏措施，纾困产业、

企业和个人，包括针对雇员和企业的紧急救助、向企业投放的政府担保贷款、对航空和科技企业提供的定向救助等，

稳住了宏观经济基本面。

重视战略自主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疫情使法国更加重视产业重塑、战略产业和供应链安全，有意识

地引导医药、医疗、新能源、高科技等战略产业回迁，实现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法国以复苏经济为契机加强

未来产业部署，以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为切入点谋求突破，显示出可观的发展前景。

在数字经济方面，法国乃至欧洲自知在数字领域与中美存在差距，因此希望通过复苏计划的实施，加强制造

业数字化水平，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领域结合自身基础研发、运算等软实力优势，进行追赶。

在绿色经济方面，法国一直自视为绿色经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者。除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减排、生

物多样性等概念外，还在绿色经济领域持续发力，拥有一定优势。如今，法国以加速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稳固全

球绿色技术优势的用意明确。法国政府将提供援助资金，与企业承诺生态转型进行捆绑，推动航空、汽车等优势

产业绿色化。囚
(摘自：杨成玉《经济》杂志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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