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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前预防“舌尖上的
浪费”，徐工重型食堂每周都
通过“智慧工会”App，在线预
告每周菜单、提供净菜服务、
预订孕妇特需，同时实现线上
监督检查和就餐意见反馈。在
餐厅入口位置设置“不吐不
快”意见箱，定期召开“新菜品
品鉴会”，避免因菜品口味不
好产生浪费。

该企业还不拘一格，创新
思维，把包菜、黄瓜、萝卜等食
材的“边角料”巧做创新爽口
小菜，免费提供给员工品尝。
主食菜品大小份选择、固化打
餐标准，堵住浪费“口子”；服
务员则通过打餐技能竞赛，夯

实配比精度；还定期开展优秀
员工交流、徐工特色美食节等
主题活动，点亮丰富生活。

通过科技赋能，徐工重型
打造超前感知、源头把控、全
程监测、智能管理的“节约型
智慧食堂”，目前仅午餐泔水
就由原来的一年1095桶降低
到一年 547 桶。每天按 5000
人就餐数据计算，通过科学管
控当日菜品提供数量，制定菜
品加工时间表，一年可节约菜
品 16.5 吨、大米 25 吨、面粉
13.8吨、食用油3.5吨，节约资
金66.8万元，真正做到了减支
增效。

张晓培 经开轩

智慧食堂来了，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在徐州沛县，江苏桂柳集团有限
公司与江苏省农科院开展成果转让、
技术研发等深度融合，助力企业鹅产
业做大做强。

在江苏桂柳集团有限公司种鹅
养殖基地，一栋栋高标准鹅舍内实现
了高效生产光照调控、高效通风、离
地架养。该企业应用江苏农科院创
新研发的“种鹅高效繁殖关键技术”

“鹅舍内高效养殖技术”，高效生产优
质商品苗，实现了种鹅养殖模式的绿
色转型升级。

据了解，这一养殖模式，填补了
种鹅以往5—10月产蛋期的空白，单
只种鹅年产蛋量由原来的40个增加
至96个，养殖效率提高近1倍，实现
了年存栏种鹅100万羽的目标，鹅产

业产值达30亿元。以该公司命名的
“桂柳大白鹅”是桂柳和农科院科企
联姻共育的又一“爱情结晶”，70天就
可出栏。

此外，公司应用农科院创新团队
研发的“鹅种蛋高效孵化技术”，将种
蛋孵化率提高至90%，健雏率提高至
95%，大幅提高了种鹅生产的经济
效益，公司目前年孵化 4500
万只鹅苗，占江苏省鹅市场
的80%以上。

种鹅饲养技术有
人教，新品种有人育，
种蛋孵化有人帮，有
了江苏省农科院这
个“智囊团”做“后
台”，企业发展鹅全

产业链的底气更足了。
近年来，沛县积极构筑科企合作

平台，将江苏省农科院科技成果与企
业精准对接，广泛开展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的科技合作，打造联企带
农新链条。 张晓培 沛融轩 近日，徐州市睢宁县人民

法院凌城法庭邀请巾帼调解员
在设立的“巾帼工作室”成功调
解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将女
性调解员的柔性调解与法院的
刚性审判有机结合，让家事审
判有法度更有温度。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周
柯柯了解到该案被告要求和好
的愿望非常强烈，也愿意改进
自身存在的不足，便决定采用
多元化解方式，邀请巾帼调解
员孟凡敏参与调解。法官和调
解员运用“背对背”调解方式，
对原、被告双方分开进行劝说，
分析双方在各自生活中存在的

不足，针对性解开心结。
周柯柯法官从法律的角度

向双方阐明权利和义务，调解
员孟凡敏则找准调解切入点，
唤起双方对过去生活中美好经
历的回忆缓和夫妻矛盾，同时
从家庭和谐及子女成长的角度
出发，促使双方相互谅解。经
过法官和调解员的耐心调解，
双方当事人化解了矛盾、互谅
互让，共同承诺回归家庭。

自 4 月 1 日设立“巾帼工
作室”以来，巾帼调解员共参与
婚姻家事类纠纷案件22件，其
中调解和好3件。

张晓培 位艳

近日，徐州市鼓楼区14个
区级部门、8个街道的领导及
工作人员在丰财街道辖区内举
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强
化“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
任、传播法治文化、普及安全
知识、提高安全素养，凝聚安
全发展共识。

活动现场，安全咨询服务台
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市民、企业
员工，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群众
提供“面对面、零距离、互动式”
咨询服务。据统计，现场共设立
安全生产相关内容展板25块，

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宣传纪
念品600余份，海报300余份。
现场还设置了消防、急救等设备
的展示区，区红十字会在现场开
展心肺复苏、初期火灾扑救、止
血包扎、简易担架制作等科目，
与现场群众积极互动。

“此次活动，旨在提升百姓
安全消防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此后我们还将利用好‘丰
财应急’App线上平台向更多
人宣传安全知识。”丰财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郭峰表示。

张晓培 鼓丰宣

30亿元，沛县鹅产业“振翅高飞”
睢宁法院巾帼调解助力案件和解

安全宣传进万家，应急知识入人心

提到粮食的浪费问题，大型餐
馆、食堂、商务聚餐可谓是餐饮食物
浪费的“重灾区”，尤其是企业食堂，
由于不清楚次日就餐情况，经常出
现要么不够吃，要么吃不完剩很多
的情况。

前不久，徐州制止餐饮浪费常
态长效机制建设现场会在徐工集团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举行，大会
将徐工重型食堂管理模式和制止餐
饮浪费系列措施向全市大中型餐饮
单位进行推介，进一步提升制止餐
饮浪费工作水平，推动徐州市餐饮
行业健康发展。徐工重型正在积极
配合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
订省级地方标准《企业食堂餐饮节
约管理规范》，引领江苏“新食尚”，
为全省制止餐饮浪费作贡献。

据了解，徐工重型依托“掌上重型”
App实现智慧订餐数字化平台，企业员
工提前一天对就餐餐次和食堂进行预
约选择，企业超前掌握就餐人数、选择
菜品数和大小份数，精准预估第二日食
材采购量。同时，引进数字化供应链设
备，根据预约人数确定当天采购量，避
免供货商多送或是少送，实现菜品质量
源头可追溯的“节约型智慧食堂”。

徐工重型在运行的员工餐厅有3
个，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可以满
足6000人同时就餐的需求。同时还

引入 AI 人脸识别智慧食堂管理系
统，员工通过脸部识别就餐，并与智
慧订餐平台预约信息互联互通实时
比对，形成综合分析和就餐高峰预警
机制，动态调整采购、就餐。

徐工重型物业管理中心主任张
莉介绍，如果想在供餐环节实现节约
运行，一是要做到精准了解客户需
求；二是要做到精准了解菜品销售实
时状况。智慧食堂后台系统就可以
通过大数据收集分析，实时呈现客户
群体比重及需求偏好，同时，厨师可

通过后台菜品余量看板，做到“少量
多次”供餐，进而减少供餐环节浪费。

张莉称，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公司食堂食品库存一般不超过 1.5
天，合理安排菜品制作时间表，适时
适量加工，保证合理的出菜时间和出
菜数量、口味，精准控制就餐人数和
出餐份数，误差不超过个位数，避免
加工过量产生的餐饮浪费。食堂还
可以通过厨余垃圾回收处摄像监控，
精准识别浪费饭菜的员工，自动回传
人力资源部进行处罚。

科技赋能节粮，智慧食堂来了

节约型智慧食堂，真正做到减支增效

员工在智慧食堂里就餐 通讯员供图

大图：种鹅养殖基地 小图：工作人员在整理鹅种蛋 通讯员供图

员工在智慧食堂里就餐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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