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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本报记者 蓝震 詹程开 孙燕

漫画：武小锋、杨羽菲、韩琰

近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与浙江省文明办、浙江省餐饮

行业协会共同推出爱国卫生特

别策划“在一起，筷行动”。在

健康理念备受关注的当下，这

一活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

反响。有网友留言说：“全民

使用公筷，应成为习惯。”

前不久召开的省政

协民生协商论坛上，省

政协有关专委会向全

省各级政协委员发出

倡议：讲究卫生勤洗

手，推行分餐用公筷。

过去一周，浙江多地

进入两会时间，“公筷公勺”的

话题成为委员关注的话题之

一。有的地方委员在驻地报到

时，大会秘书处还提供一份特

殊礼物：公筷公勺。

在刚落幕的杭州市两会上，

市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葛继宏带来的一份关于“将11

月 11 日设为‘全民公筷行动

日’”的建议，引发热议。正如他

所说，一双细细

的筷子，其

内 涵 包 罗

了 身 体 健

康、饮食文

化、餐桌文

明等，甚至

还 能 激 活

一个产业，

打 造 一 座

城 市 的 全

新记忆点。

增添一双公筷，共享一份健康。如何让公筷行动落地？政协委员建议：

把“11· ”设为“全民公筷行动日”

一份建议——
把“双11”设为“全民公筷行动日”

使用公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7日，钱报在头版头条推出了《要不要用公筷，一个实验

告诉你》的报道后，衢州市政协委员、衢江区卫健局副局长蓝

建芳给记者留言：这个形式好，用数据说话，很有说服力。

“从专业角度来说，使用公筷公勺，是简单易行的切

断传染源的有效途径。”蓝建芳说，增添了一双公筷，共享

了一份健康。

包括蓝建芳在内的众多委员，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把

公筷公勺的倡议变成大家自觉行为，需要形成合力，“公

筷行动提了很多年，但落地效果不甚理想。”

究其原因，葛继宏委员认为有三点——观念传统，思

想上不重视；推广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形式单一，推广缺

乏创意。

“长久以来，给客人夹菜，是中国餐桌文化的一部分，

但也滋生了病毒传染的风险。”葛继宏接着说，“观念问题

是公筷行动的‘拦路虎’。”

前期调研中，葛继宏委员发现，年轻人对使用公筷并

不排斥，他们接受度高。所以，推广公筷的观念，葛委员

建议可以采用“小马拉大车”的形式。

“让家里的小朋友教大人怎么做。一般孩子的话，

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一辈更愿意听，也更容易接受。”

他还建议，在前期的宣传基础上，可以考虑将

11月11日设为“全民公筷行动日”——“双11”是

杭州首创的网上购物节，这一天除了消费，希望

它还是“全民公筷行动日”。

双“11”，就是一双生动的筷子，好记。

这个想法在小时新闻客户端发出后，有网友

留言：这个建议好，给双“十一”赋予了新内涵。

一个设计——
公筷与动漫结合，创造“筷筷”“乐乐”

除了观念的问题，很多委员也提到了宣传形式上可

以做些更有时代感的创新。

“目前，对公筷的宣传，更多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难

以直抵人心。”葛继宏委员说，“杭州是动漫之都，连续举

办了 15 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动漫+’已经深入人心，在公

筷推行上，不妨可以考虑与动漫产业结合起来。公筷可

以区别于普通筷子，可以略长，可以颜色上不一样，在上

面做一些文创加工，比如印上《孔子》《老子》等经典著作

的一句话，一家人各自可以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筷子，方

便区分，又能让国学走入寻常百姓家。”

葛继宏委员的想法，也让来自“中国木制玩具城”云

和的丽水市政协委员马达伟来了兴致。

“这是非常好的创意，虽然是小小的一支筷子，要想

把它真正落地，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如果给公筷赋予

一些文化寓意，推广起来就更有意义了。”马达伟说。

就在昨天下午，葛继宏委员给记者打来电话，公筷和

动漫结合有了初步效果，“我把这个想法与省政协委

员、浙江传媒学院动画学院院长丁海祥进行了对

接，有了创意！”

省政协委员丁海祥，网名“阿拉丁”。记

者联系上他时，他很开心，“我和葛委员

一拍即合，马上组成团队一起参与设

计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代言人，叫

‘筷筷’和‘乐乐’，目前初稿已经

出来。”

目前，丁海祥委员和他的

团队已经设计了几套方案，

其中一组的造型是参考了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题材。据

主创人员武小锋老师介绍，这

既代表着筷子成双成对的属性，

又用传统服饰显示出筷子历史的

悠久。

一次尝试——
给公筷制定标准、升级品质

公筷推行过程中，还有一个现实困扰：餐馆就餐时，

面对着面前放着的两双筷子，大家常常会分不清到底哪

一双是公筷？

一直都扎根在餐饮行业的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跨

湖楼餐饮集团董事长章金顺说，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起。

他认为，在公筷推行过程中，还应该做好一些细节的

工作，“比如在公筷的设计上，可以加入一些特制的标签，

让顾客可以清楚地区分。也可以把公筷的尺寸适当做得

长一些。这样，客人在夹菜时会更加方便。”

由于做餐饮的缘故，平时，他也会注意一些餐馆摆放

公筷的架子，“有的餐馆可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

只是简单地多放了一双筷子，显得不够规范。”

章金顺建议，公筷公勺最好能够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让大家容易分辨，使用起来也能更方便、顺手，“目前，我

们集团已经找了专门的设计团队，给集团内的餐馆统一

设计一套完整的餐具。不但要在样式上别具匠心，更希

望在餐具上体现当地的文化元素，这其中，就包含了公筷

公勺，还有筷架的设计。”

凭借丰富的毛竹资源，丽水庆元的竹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竹筷生产基地。随着公筷市场需

求的不断增长，“公筷经济”也将成为当地企业的新商

机。省政协委员、浙江双枪竹

木有限公司竹材研究院执

行院长练素香从事竹产业

18年，一直和筷子打交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

表示，目前，团队正在做一

件事：对公筷长短、颜

色、材质，技术进

行 了 调 整 和 升

级，制定出统一标准，

“以材质为例，从竹筷子、木筷

子、不锈钢筷子到现在的

合金筷子、植物纤维复合

材料的筷子，最核心的就是

要起到抗菌作用。所以接下来生

产 的 筷 子 ，

抗菌就是

我 们 核

心 技 术

开 发 的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