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学们：

围桌合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

统，我们享受着亲朋好友相聚的欢乐，

但筷来箸往也为病菌传播打开了方便

之门。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抗疫之时，

为了打好“舌尖上的抗疫战”，养成文明

就餐习惯，培育健康生活理念，我们在

此倡议：

一、用公筷公勺得一份安心。避免

个人餐具触碰公共食物，切断“口口相

传”的传播途径，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二、用专筷专勺递一份爱心。保持

用餐安全距离，不用自己的筷子互相夹

菜，拒绝咀嚼食物喂食婴幼儿。专筷专

勺真心关爱，小小改变真情不变。

三、用光盘行动表一种态度。珍惜

粮食，餐饮场所适量点餐，按需用餐，打包

剩餐。提倡自备餐具，尽量不用一次性餐

具，节约环保不浪费。

四、用抵制行动添一份支持。抵制

野生动物交易，主动拒绝野味消费，牢牢

树立食品安全理念，远离病毒避免感染。

五、用文明标配铸“浙”一风尚。让

公筷公勺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亲友

邻里携手践行，文明“食”尚健康生活。

同学们，餐桌礼仪非小事，文明窗

口彰显浙江大学生社会责任。为了自

己和他人的健康，请从自己做起，号召

您的亲朋好友一同“筷”乐行动，用“小

贡献”集结“大力量”，用“小改变”引领

“大文明”，让“小餐桌”彰显新时代新

“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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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杭州市两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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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会场内外的热议（详见

本报2020年4月28日头版、2版）。

如 今 这 一 建 议 有 了 阶 段 性 进 展 —— 昨 天

“5·11 我筷乐”走进校园。而葛继宏委员所在的浙

江传媒学院校内，师生们也在积极响应“筷”乐行动，

共享文明新“食”尚。

浙江传媒学院联合钱江晚报向全省高校大学生发出倡议：

助力“筷”行动，担起浙江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蓝震/文 李钦鹏/摄

助力“公筷行动”
大学生是有力传播者

走进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998号的浙江传媒学

院校园内，微风拂面。沉寂了4个多月的校园，慢慢

恢复了活力。

阔别校园已久的大学生们，在进校门的那一刻，

听到一句甜心的“欢迎回家”，亲切又温馨。他们还

收到了学校送上的一份特殊的“见面礼”——爱心防

疫礼包。

过去的几周时间，浙江传媒学院专门成立了开

学返校工作领导小组及专班。全校 3916 个寝室、

948 个空调、412 间教室和实验室、395 个户外垃圾

桶、333 间公共卫生间、257 间多媒体教室⋯⋯全都

清扫到位，不留死角。

有学生感叹，“从走进校门的那刻起，就能感受到

学校在保障我们健康上所做的努力，不仅有严格的审

查流程，还贴心地为我们准备爱心防疫包。尤其是当

我踏进寝室的那一刻，发现阿姨早已通风打扫，宿舍

还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那一刻真的觉得很温暖。”

行走于校园之间，能发现一些疫情之下细微的变

化：比如接受钱报记者采访前，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

记杨立平礼貌地拱手作揖；餐厅门口张贴着一张

“‘筷’乐行动，共享文明新‘食’尚”的海报。

和杨立平书记的对话，也从学校发起的这份“公

筷”倡议说起。

“这份倡议的起源，得感谢我们学校的葛继宏教

授，他在杭州市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将 11 月 11 日设

为全民公筷行动日’的建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

响，学校理应积极响应。”

杨立平说，疫情之后，大家都认为个人公共卫生

习惯和生活方式要改，而公筷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

“支点”。

“坦率来说，中国几千年的用餐习惯，要想一下

子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团

圆圆围坐一起，在一口锅里吃饭，互相夹着菜，这是传

统观念里感情好、关系密的表现。如果餐桌上摆放

着一副公勺公筷，会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疏离，对人家

不尊重，无形中变成了习惯，难以一下子改变。”

在杨立平看来，餐桌举止无小事，公勺公筷，不仅

是一种卫生健康的新理念，也是一种文明生活新风尚。

“我们是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地方，更有义务

把这件餐桌‘小事’推广好、传播好，让大学生成为这

一新文明、新风尚的坚定信仰者、有力传播者和忠实

践行者。”她说。

推行公筷行动
高校可发挥独特作用

采访中，杨立平书记提起了钱江晚报联合杭州

市疾控中心最近做的一次公筷与非公筷的实验报道

（详见本报2020年4月27日头版、2版）。

“用实验的形式非常直观，用数据说话，效果很

好。就应该做一些走心入脑、让大家过目不忘的报

道。”说到这里，杨立平话锋一转，“对高校来说，尤其

对特色鲜明的浙江传媒学院来说，有义务、有责任也

具备优势来传播好这一新文明、新风尚。”

杨立平说，浙江传媒学院有好几位政协委员，他

们可以发挥委员的优势，参政议政，积极履职，“像这

次葛继宏委员在杭州市两会上为公筷发声，就是很

好的方式。我们也希望葛教授能继续推动餐桌上的

这件‘小事’再往前走一步，比如能引起立法部门的

重视，甚至可以选择‘11 月 11 日’购物节这一天，能

不能开辟专门的公筷公勺的直播和营销的平台，把

商业行为和文明时尚融为一体。”

当然，作为一所专业的传媒类高等院校，浙江传

媒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在此前的报道

中，钱报记者了解到省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动画

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丁海祥和他的团队最近就在忙

着“公筷行动”的课题，短短几天内创作的梁祝主题

的动漫形象——“筷筷”“乐乐”，深受大家喜爱。

在学校采访期间，钱报记者了解到该校动画与

数字艺术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等部门的师生，

联手创作了不少关于公筷推广的优秀公益海报。作

品均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明办采用入选了

“浙江省公益广告库”进一步宣传推广，这让参与的

师生备受鼓舞。

“对我们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

师生来说，这是产学研结合的新尝试。在一双小小

的筷子身上，既要体现文化属性，也要体现社会公益

属性，设计过程对学生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很深入的

教育。”丁海祥说。

目前，浙江传媒学院也在做一些探索，比如校企

合作，他们正在和杭州天竺筷子厂接洽，把艺术设计

与公筷结合，为公筷插上文化创意的翅膀，成为一种

代表城市乃至国家风尚的精巧载体。

向全省大学生发出倡议：
用公筷公勺得一份安心

杨立平书记表示，“公筷是个载体，我们希望通

过公筷这个支点，撬动整个社会的文明。”

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

正如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明办指导，浙江传

媒学院、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明办、钱江晚报

共同发起的“5·11 我筷乐”走进校园活动，每个人

都应该从自我做起，做“公筷行动”的积极践行者。

为此，浙江传媒学院联合钱江晚报向浙江高校

大学生共同发出“在一起 筷行动”的倡议，希望大家

都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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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师生设计的公筷公益广告作品，入选

“浙江省公益广告库”

浙江传媒学院

党委书记杨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