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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
高质量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

单位名称：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 题：制止餐饮浪费

方 向：制止餐饮浪费

摘 要：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以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

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试点工作为契机，以直接管理的市直

机关集中办公区龙奥大厦食堂为主阵地，多措并举全面深入推进

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注重完善制度机制、狠抓精细管理、

强化数字赋能、严格监督考评、加强宣传教育，持续推进反食品

浪费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充分发挥了党政机关在全社会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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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济南市位于山东省中部，属寒冷地区。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作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推进全市机关食堂反

食品浪费工作。中心直接管理的龙奥大厦是济南市市直机关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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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入驻党政机关 65 家，干部职工近万人。龙奥大厦食堂

共 14 个餐厅、4000 余个餐位，由 3 家餐饮企业服务保障，日均

就餐约 1.1万人次。自 2008年食堂启用以来，累计保障就餐 3000

余万人次，服务满意率常年保持在 96%以上。

图 1 2022 年 8 月，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司主要负责同志到济南

调研反食品浪费工作，对龙奥大厦食堂的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二、推进措施

（一）完善制度机制，实现组织保障“全方位”

完善制度标准。先后出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立实施机关

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

专项整治等制度措施，明确成效评估标准；指导各级食堂制定完

善《边角余料加工指南》等 26 项食堂反食品浪费管理制度规范。

健全工作机制。建立由市纪委监委指导，机关事务部门牵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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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评估

对象、责任主体、各级管理部门责任，构建起自我监测、内部评

估、集中抽查相结合的评估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将反食品浪费

纳入市委、市政府重点督查工作任务，纳入公共机构节能考核和

节约型机关、垃圾分类示范单位、“无废机关”等创建内容，纳

入各责任机关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为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障。

图 2 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相关制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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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制定的《党政机关食堂社会化服务规范》明确了机关食堂能源

资源节约、反食品浪费监管办法和评价指标，并作为地方标准发布

图 4 济南龙奥大厦食堂食品原材料验收标准（节选）

（二）严格检查评估，推进跟踪问效“全过程”

坚持在跟踪问效上下功夫，把监督检查和评估通报作为推进

制度实施的有力抓手。机关业务处室和餐饮企业结合制度规范、

岗位职责，定期开展反食品浪费自查，做到“日监测”“月自查”；

机关作为责任主体，将反食品浪费纳入对餐饮企业的考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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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评估标准，对食堂进行“季评估”；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会同

有关部门对食堂实施“年抽查”，及时通报评估结果。在 2023

年 6 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成效评估通报中，龙奥大厦食堂

评估成绩位列全省市直机关第一名，济南市 9 家食堂获评优秀等

次，数量居全省第一。2023 年 4 月，国管局对山东开展试点工

作中期评估，济南被抽查 8 家食堂（包含龙奥大厦 2 个食堂）的

评估合格率、反食品浪费宣传覆盖度均为 100%。

图 5 采取“听、查、看、评”方式（听情况介绍、查工作资料、看食堂

现场、评估打分）开展集中抽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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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济南市 9 家食堂在全省成效评估中获“优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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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狠抓精细管理，打造节约减损“全链条”

1.餐前环节“精打细算”。建立就餐人数预测制度，根据“智

慧餐厅”就餐人员数据和智慧门禁、会议、班车等信息系统数据，

结合季节特点和就餐需求，科学预测当日就餐人数，合理制定每

日菜谱和进货计划；发挥龙奥大厦规模化保障优势，食材供应实

行多方询价、批量集采、厂家直供，确保质优价廉，保障食材利

用率；采用“中央厨房”模式，2 套标准厨房供应 14 个餐厅，

统一制作、动态调剂，减少了备餐浪费和厨余垃圾。

图 7 利用大数据预测每餐就餐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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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央厨房”集中加工制作饭菜、统一调剂

图 9 大型库房科学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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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餐环节“精工细作”。餐品设计方面，倡导“轻食”理

念，建设素食餐厅，菜品坚持量少质精、粗粮细作、花样丰富；

加工制作方面，采取小锅快炒、勤备少炒、多次补餐；饭菜售卖

方面，20 多个菜品档口均提供“小份菜”“半份菜”；提高食

材利用率方面，每日利用边角料制作菜品 30 余种，广受干部职

工欢迎。

图 10 利用食材边角余料制作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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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主食大小份 图 12 自制控油桶

3.餐后环节“精研细究”。严格落实餐后检查、剩餐统计、

垃圾分类处理等制度，专人负责统计厨余垃圾，使用“光盘助手”

测量食品浪费系数；利用意见箱、留言板和微信公众号多渠道收

集意见建议，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及时有效掌握就餐需求；

积极发挥“文明用餐监督员”作用，及时劝阻浪费行为；全面监

控收餐区情况，利用曝光台开展负面警示，对浪费行为形成有力

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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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文明用餐监督员

图 14 每餐后测量食品浪费系数



— 12 —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确保数字赋能“全维度”

依托六大信息系统，全维度赋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提

质增效。一是“智慧龙奥系统”精准预测。科学预测每日就餐人

数，为精准备餐提供数据支撑。二是“供应链信息系统”精准管

理。实现从食材进货到厨余垃圾处理的全链条管控，强化各环节

节约减损。三是“智慧餐厅系统”精准取餐。实现饭菜精确计量、

营养成分分析、个人健康管理等功能，方便就餐者适量选餐。四

是“刷脸消费系统”精准统计。采集就餐消费额度、菜品取用数

量和餐厅人流变化等数据，及时分析调整菜品供应，避免超量备

餐。五是“AI 物联系统”精准监控。整合原有视频监控，利用

AI 技术自动识别长明灯、长流水，避免资源浪费。六是“反食

品浪费监控一体机”精准识别。在收餐区安装监控一体机，对浪

费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身份认证，有效提升反食品浪费监管能

力。

图 15 “智慧餐厅”饭菜计量和刷脸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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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I 物联系统”智能监控厨房情况

（五）强化宣传教育，确保氛围营造“全覆盖”

1.抓培训。每月组织一次反食品浪费知识问答，强化提升食

堂员工“勤俭节约”意识；每季度组织一次“提质降耗”技能比

武，持续提高厨师“粗菜细做”技能。

2.抓宣传。定期开展反食品浪费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小

礼品，鼓励干部职工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在食堂入口处、制

餐区、取餐区、就餐区、收餐区等设置厉行节约温馨提示，全方

位张贴宣传海报 300 余张，制作节约文化墙 10 处，悬挂宣传横

幅 20 余条，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传视频，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3.抓示范。及时总结提炼经验成果，将龙奥大厦食堂打造成

全市反食品浪费标杆食堂，借助机关事务刊物和新闻媒体宣传反

食品浪费工作做法，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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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全覆盖营造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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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效益

从经济效益看。通过科学精准备餐和合理调配饭菜，龙奥大

厦食堂每日减少剩余饭菜约 150 份；通过创新研发“控油桶”等

节约器具，每日节省食用油约 1.5 升；通过收集菜根菜叶等“下

脚料”，每日制作售卖咸菜等约 63 千克；通过强化日常节能管

理，水电气用量同比下降 3～5%。2023 年度食堂运营成本较 2021

年度整体降低 51.2 万元。

从生态效益看。食堂严禁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售卖和使用，

严格控制一次性餐具供应，基本不产生一次性制品垃圾；厨余垃

圾以菜汤残渣为主，基本无主菜主食；“光盘助手”测量系数总

体在 0.2 以下，远低于 0.4 的限值，2023 年度厨余垃圾量较 2021

年度降低 35%以上。

从社会效益看。广大干部职工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成为常

态，自觉践行“光盘行动”蔚然成风，同时积极带动身边人，让

文明餐桌成为新风尚。食堂经验做法被大众日报、济南时报等多

家新闻媒体报道，充分发挥了机关食堂的示范引领作用。两年来，

共接待省内外学习参观 560 余人次。

四、经验总结

实施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是深入推进反食品浪费工作的有

力抓手。以制度实施为牵引，将有力促进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

作组织保障、制度机制、落实措施的建立、完善和实施。

精细规范管理是抓好反食品浪费工作的重要举措。坚持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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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将精细化、规范化管理融入反食品浪费全链条各环节，将

有力推动反食品浪费工作整体提升。

坚持数字赋能是提高反食品浪费工作质效的有效手段。龙奥

大厦规模大、人员多，通过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多维度数字

赋能，充分发挥了集中办公区的集约节约效应，有效提升了反食

品浪费工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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