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以贯之，让分餐成为新“食”尚

城市招才引才，拼的是“总分”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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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山东省出台《餐饮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地方标准已一月有余，
岛城餐饮业的实施情况如何？半岛记者近日
对青岛数十家餐饮店进行了调查，发现以“分
餐公勺”模式为代表的分餐，已经成为当下餐
饮业一种常态，也成了中餐的服务标准。
在分餐制标准制定方面，山东省走在了

全国前列。《指南》也是国内发布的首个餐饮
分餐制省级地方标准，总结了“分餐位上”“分
餐公勺”“分餐自取”三种分餐模式。疫情之

下，分餐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阻断传染的
有效方式。纵然抛开疫情影响，“合餐”也是很
多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分餐在岛城推

行得不错。这样的结果令人欣慰，说明市民对
于分餐制并不缺乏共识。绝大多数餐饮企业
经营者和消费者，脑子里都是有这根弦的。不
过，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人担
心：实行分餐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或者
是“分一时容易，分久了难”。这样的担忧是有
着现实土壤的，之前2003年“非典”时，社会上
就曾兴起分餐热。而随着“非典”退却，分餐制
便鲜有人提及，就是个例子。那么分餐制到底
难在哪里？又该如何突破“难关”呢？
其一，难在人情。众所周知，饭桌也是社

交场，为的就是拉近距离。有的人不但不喜欢
分餐位，甚至连公筷公勺都不用，还喜欢拿自
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在此必须要说，这种表
达“心意和诚意”的习惯，是时候改改了。一味
拿自己的不良习惯来强人所难，恐怕只会让
距离越来越远。其二，难在习惯。很多人认为，

围桌而坐是中国人的就餐传统。其实，分餐也
是我国的传统，很多出土的文物都展现了古
代人聚在一起、分餐而食的场景。其三，难在
成本。对于餐饮业商户来说，分餐位的影响显
然易见。加“公筷公勺”看似不难，却也会增加
服务成本。在如今餐饮业开工不足的情况下，
影响或许有限，但随着食客增多，问题就将显
现出来。
眼下，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必须坚

持底线思维。而推行分餐制，不是一倡导就能
见长效的，也没有捷径可走。让分餐的好习惯
从生活中长久保持下来，关键在于将其落实
到每一个私域。真正树立起分餐健康文明的
新观念，使其成为一种新时尚。消费者提出足
够强烈的需求，商家就有动力不断改进服务，
如此才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也要逐步完善
相关制度规范，加强对餐馆的巡检，明确奖惩
机制。就当下而言，应该把全民参与疫情防控
的热情，当成重塑文明就餐习惯的契机，做好
“应急”与“常态”之间的衔接，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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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日前，各大城市争相推出各种“福利”政
策吸引人才落地，不少地方降低落户门槛。
有专家认为，后疫情时期“抢人才”实则抢的
是产业、是科技、是人力资源。（4月20日《中
国青年报》）
纵观各地出台的人才新政，诚意还是很足

的。抢人才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各地人才观的变化。人才招引是一个相互选择
的过程，城市在择人才，人才也在择城市。对于
人才来说，产业的吸引力比户口更重要。这就
需要城市真正重视宜业环境，通过宜业来吸引
人才，让人才发挥作用提升宜业指数。
还要看到，事业和生活分不开。人才在

选择城市之前，一般会有一个打分的程序。

而打分的内容，无非就是宜居、宜业、宜乐、
宜游。各人情况不同，侧重点会有不同，抢
人拼的是总分，只要下决心补短板、强长
板，总能吸引到优秀人才。吸引优秀人才不
能只拼政策，不能只靠“一指禅”。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协调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打
造核心吸引力，提升“城市总分”，每座城市
都能从人才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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