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餐桌礼仪倡议书(优秀18篇)
针对特定主题进行征文，能够聚焦思考和讨论，促进交流和
共享。在写征文之前，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
提前进行素材搜集和整理。征文是一种可以展示个人才能与
见解的重要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发起一次征文活动。那么，
如何写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征文呢？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征文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
定的参考和灵感。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一

实推进“文明餐桌”活动顺利开展，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食药监局、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商务局、市卫生
局、市旅游局、市工商局、市餐饮行业协会联合向全市餐饮
企业发出如下倡议：

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打造文明、
和谐、健康的就餐环境，传承“文明礼仪之邦”之美德。

二、餐饮企业在醒目位置摆放“文明餐桌活动”标示牌，张贴
“文明餐桌活动”宣传标语，餐桌摆放文明用餐提示卡。

三、餐厅大堂和包间摆放“适量点餐，剩餐打包”、“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等内容的提示牌或宣传画。提倡分餐制，
服务员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菜，“吃多少点多少”，主动提
供免费打包服务，引导顾客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的消费陋习。
对不剩餐和打包的顾客，采取赠送小礼品或其它方式予以奖
励。

四、餐饮企业为客人提供干净卫生的餐具、用具，拒绝或减
少一次性餐具。

五、餐饮企业对员工进行礼仪培训，餐饮企业员工对待顾客



应文明礼貌、用语规范，主动提醒顾客不酒后驾车，主动劝
阻顾客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六、餐饮企业逐步推行商务餐“分餐制”，根据消费人数提
供可选择的套餐。建议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在年夜饭、
节日餐的销售中要坚持适量的原则，对于大型婚喜寿宴在菜
单的制定中要确定以够吃为标准，不留余地，并根据宴会进
展情况控制上菜。

七、餐饮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倡导小盘式、多品种的经营方
式，推出双人餐、四人餐，以七寸盘、八寸盘为主的小型聚
餐，多提供“小份、适价”、“热菜拼盘”服务方式。开展
外卖和就近送餐服务。

八、对多点的没来得及做的菜品，提供退单服务，并推出顾
客存酒、存菜、预约消费等服务，方便消费者，减少浪费。

九、餐饮企业要根据淡旺季经营情况调整食材采购量，避免
库存积压浪费。烹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食材，提高净菜率。

十、引导顾客文明用餐，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不肆意喧
哗；讲究用餐卫生，使用公筷公勺；不带宠物进餐厅，营造
适宜用餐环境。

xxx学校

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二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小餐桌，大文明，承载的
不仅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



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为进一步深化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倡导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根据街
道党工委工作部署，现向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及各社区工作人
员发出如下倡议：

带头参与文明餐桌行动

积极参与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认真落实上级布置的有关任
务，明确要求，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尊重劳动，珍惜时间。

带头遵守文明餐桌公约

主动学习《xx市文明餐桌公约》，自觉履行《公约》要求，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到食堂用餐礼让他人、
遵守秩序、珍惜粮食；公务用餐点餐适量、不讲排场、剩菜
打包；日常用餐合理膳食、追求健康、摒弃陋习。

带头宣传文明餐桌精神

以规范的文明餐桌礼仪展示机关基层干部职工文明形象，宣
传文明餐桌精神，号召亲朋好友踊跃投入文明餐桌行动，积
极打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
福”的快乐。

带头争创文明餐桌先进

积极参评文明餐桌先进，以高标准、严要求指导文明餐桌文
明行动不断深入推进，向先进榜样学习借鉴经验，通过自查
自纠及时发现存在问题，认真加以整改解决，进一步提升文
明指数，努力争创一流文明。

文明餐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我们以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树立良好的形象为目标，为共同营造一个文明、有序、温馨



的就餐环境，实现我街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三

市民朋友们：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折
射出每一位市民的文明素养。眉山正在创建四川省文明城市，
作为眉山市民，我们应厉行节约、文明用餐，从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为此，我们倡议：

一、理性消费，厉行节约。用餐点菜切合实际，摒弃“爱面
子”、“讲排场”陋习，树立按需点菜、浪费可耻的观念，
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打包，杜绝浪费、节俭惜福。

二、讲究礼仪，文明用餐。不在宾馆、饭店等公共餐饮场所
肆意喧哗、随地吐痰、吸烟酗酒，自觉营造温馨文明的公共
用餐环境；鼓励使用“公筷公勺”，倡导低碳环保；开车不
喝酒，酒后不开车，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三、科学饮食，健康生活。不酗酒、不暴食、不挑食，科学
搭配、注重营养、均衡饮食，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弘扬“文明用餐·俭
以养德”理念，大力开展“餐桌文明·光盘行动”，从现在
做起，与文明握手，向陋习告别，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节
俭的春节。

倡议人：

日期：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四

各餐饮企业、广大消费者朋友们：

为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引领文明消费、节约用餐的良好
风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在此，向全市餐
饮服务经营单位和广大消费者倡议：

一、要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自觉弘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到文明餐桌活动中来，着力打造
温馨、和谐、安全、健康、科学的文明就餐环境，树立文明
新风。

二、要按需点菜，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要打包，向
舌尖上的浪费说不，以光盘为荣，剩宴为耻，享受文明用餐，
节俭惜福的快乐人生。餐饮企业要引导消费者按需点菜，不
强推高档宴席、高档菜品和奢华附加消费，积极倡导半份半
价、小份适价的服务理念，做到经营合法、诚实守信、服务
优质、管理规范。

三、要自觉遵守餐饮场所道德规范，不大声喧哗，自觉维护
用餐环境，不在禁烟场所吸烟，讲究用餐卫生，不带宠物进
入餐厅。要注重低碳环保，推行公筷公勺，倡导不使用一次
性筷子。

四、要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科学搭配，注重营养，
追求健康，摒弃酗酒、暴食等不良饮食陋习。珍惜生态资源，
不消费国家明令禁止的野生保护动物，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
康和营养。

述职人：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五

亲爱的朋友们：

小小餐桌体现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承载
的不仅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据统计，中国
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xx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
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为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在全县开展文明餐桌行动，特发出如下倡议：

一、践行美德。自觉传承“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美德，
争做“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

二、绿色消费。不讲排场，不好面子，吃多少点多少，按需
点餐。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就打包。

三、积极参与。餐饮服务企业做到行业规范、食品安全、童
叟无欺、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在餐桌上摆放“文明用
餐“温馨提示牌，引导顾客适量点菜。

四、文明用餐。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用餐时礼让他人，
不肆意喧哗，注意他人的用餐感受;公共场所不吸烟不酗酒不
猜拳，不大声喧哗;讲究用餐卫生，不污染用餐环境;开车不
喝酒，酒后不驾车。

五、科学饮食。科学搭配，注重营养，追求健康，不酗酒，
不暴食，摒弃不良饮食陋习。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让我们从自我做起，自觉将“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落实到行动上，与文明握手，与陋
习告别，文明用餐、节俭用餐、安全用餐、卫生用餐，真正
守护“舌尖上的文明“。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六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作为一名学生应倡导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为了我们的
美好校园和生活,特此发出学校营养餐管理《厉行“勤俭节
约”响应“光盘行动”倡议:

1.珍惜粮食,适量用餐,避免剩餐,减少奢侈浪费。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3.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

4.提醒身边的同学和朋友,积极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5.做节约宣传员,向同学、亲人、朋友宣传节约粮食。

6.积极参加文明餐桌行动,营造节俭用餐的良好风气。

《厉行“勤俭节约”响应“光盘行动”》体现的是学生品质
和责任。我们都是祖国的栋梁和未来的接班人,每个同学都要
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开始,从细微处做起,从节约粮食做起,
争做节约粮食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用实际行动参与到
节约粮食的行动中来,让节约引领风尚,共同为建设文明、清
洁优美的校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七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传承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倡导“节俭养
德”文明消费新风，用一方“小餐桌”带动城市“大文明”，
昌吉市大力倡导积极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引
领“文明消费、节约用餐”的良好风尚，作为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更应该从点滴中彰显昌吉市的文明形象。为此，昌吉市
文明办向全市各餐饮服务行业和全体广大市民发出以下倡议：

一、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文明新风。

市民朋友们在餐饮消费中要告别“爱面子、讲排场、比阔
气”的旧陋习，要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树
立“重实情、求健康、讲环保”的新观念，自觉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着力打造温馨、
和谐、安全、健康、科学、文明的就餐环境，倡导文明新风。

二、树立绿色理念，倡导勤俭节约。

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用餐、家庭个人饭店聚餐都要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按需点菜，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要打包，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以“光盘”为荣，以“剩
宴”为耻。餐饮服务行业要在餐桌上摆放“节约惜福”“节
约用餐”等文明用餐温馨提示牌，酒店服务人员做到主动提
醒顾客适量点餐，避免消费者产生餐桌浪费；餐饮行业要强
化自律与引导，自觉清理最低消费、包间费等限制，不强推
高档宴席、高档菜品和奢华附加消费，营造良好餐饮文化环
境。

三、遵守道德规范，倡导文明用餐。

市民朋友在餐饮消费中要倡导餐桌礼仪，遵守用餐秩序，爱
护用餐环境，要自觉遵守餐饮场所道德规范，不肆意大声喧
哗，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不带宠物进入餐厅。注重低碳环保，
推行“公筷公勺”，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谨记开车不喝酒，
酒后不开车。



四、关爱生态环境，倡得科学饮食。

要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科学搭配，注重养，追求健康，
摒弃酗酒、暴食等不良饮食陋习。珍惜生态资源，不消费国
家明令禁止的野生保护动物，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市民朋友们，让我们身体力
行，我“光盘”我光荣，厉行节约、文明用餐，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点滴细节做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与陋
习告别、与文明握手，自觉养成勤俭、理性、健康、安全的
消费方式，吃出健康、吃出文明、吃出和谐，让我们用文明
演绎健康生活，用行动树立全国文明城市的美好形象。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八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餐桌文明是社会
文明的重要体现，小餐桌，大文明，承载的不仅是人类的生
生不息，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
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宁波有着七千年的文化底蕴，历
来以礼示人，以文化人。作为三届全国文明城市的市民，更
应从点滴中彰显她的文明形象。今天，特向消费者倡议：

一、传承传统美德。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饮食文化。
我们每位市民都要自觉做到传承“礼仪之邦”的美德，号召
亲朋好友踊跃参加文明餐桌行动中来，积极打造温馨、文明
的就餐环境，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快乐。

二、做到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理性消费，按需点菜，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打包。

三、倡导文明用餐。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不肆意喧哗，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时刻注意他人的用餐感受;讲究用餐卫生，



不带宠物进餐厅，不随意造成用餐环境污染;低碳环保，使
用“公筷公勺”，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开车不喝酒，酒后不
驾车。

四、讲究科学饮食。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改变吃饱、
吃好等不良的饮食习惯，达成人和食物的和谐，从寻常食物
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市民朋友们，让我们身体力行，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别，
将环保、低碳进行到底，吃出美感和情趣，吃出文明的修养，
吃出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九

今年，我市正在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为深入践行文明和谐
的发展理念，倡导文明新风,在此，向全市发起“践行光盘行
动，拒绝餐饮浪费”文明餐桌倡议：

一、每位消费者都应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文明餐桌行动，
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
塑造文明市民形象;坚持合理消费。培养节俭用餐习惯，坚持
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
不剩菜，吃不完就打包，积极营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
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绿色消费;倡导文明用餐，遵
守公共道德规范，爱护用餐环境，不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讲究用餐卫生;不带宠物进餐厅、不随意
造成用餐环境污染;杜绝随地吐痰等不文明陋习;不劝酒，不
酗酒，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养成良好习惯。坚持低碳环
保，倡导使用“公筷公勺”，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树立科
学饮食新理念，荤素合理搭配，摒弃不良饮食陋习。提倡少



油、少盐、少糖、低脂食品，养成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
习惯。

二、遵守行业规范，保障食品安全。供餐单位不使用、不添
加非食用物质，不用地沟油，不用超过保质期变质食品。引
导消费者按需点餐，不强推高档宴席、高档菜品和奢华附加
消费，积极倡导“半份半价”、“小份适价”的服务理念，
做到经营合法、诚实守信、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童叟无欺。

餐桌文明体现社会文明程度，“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
费”是我们的共同心愿。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与文明握手、向陋习告别，以实际行动传承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塔城市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做出贡献!

xxxxx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

亲爱的同志们：

小餐桌，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为积极响应今年在全县广泛开展的“文明餐桌大行
动”号召，结合我食堂的就餐现状，现向同志们发起文明就
餐倡议：

一、传承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做到传承“礼仪之
邦”的美德，号召亲朋好友踊跃参加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
积极打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
福”的快乐。

二、做到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理性消费，按需点菜，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就打包”



三、倡导文明用餐。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不肆意喧哗，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注意他人的用餐感受;讲究用餐卫生，不
带宠物进餐厅，不随意造成用餐环境污染;低碳环保，使
用“公筷公勺”，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开车不喝酒，酒后不
驾车。

四、讲究科学饮食，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改变不良
的饮食习惯，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让我们身体力行，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别，树立安全、理
性、健康的生活方式!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一

xxxx:

一日三餐，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食堂，食堂是大家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营造一个文明、有序、温馨的就餐环境，
不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而且直接体现了我们一中学
生的整体素质。为了建立良好的食堂就餐秩序，学校团委、
教导处向大家发出如下倡议：

一、传承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做到传承“礼仪之
邦”的美德，号召亲朋好友踊跃参加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
积极打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
福”的快乐。

二、保持良好的就餐秩序，自觉排队打饭，不插队，不大声
喧哗，不追逐打闹，不乱倒饭菜。。打饭时，注意不要将汤
水泼洒到地面上。



三、文明就餐，爱惜粮食，就餐后将餐桌清理干净，剩饭剩
菜倒入垃圾桶内，餐盘碗筷带到餐具回收处分类摆放。

四、讲究科学饮食。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改变不良
的饮食习惯，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细微之处可以显出一个人的品质，排队事小，但是以小见大。
保持食堂的良好秩序需要同学们与食堂员工的共同努力，文
明就餐，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注意就餐过程中的细节。您的
举手之劳就能给他人带来无限的帮助和温暖，一个舒心的笑
容，一句真诚的道歉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充满着阳光。
杜绝浪费，文明就餐，让我们一起努力，营造一个温馨祥和
的就餐氛围！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二

市民朋友们：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具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体现着尊重劳动、勤俭节约的先进理念，也是中国礼仪之邦
形象的重要体现。为了进一步引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国庆长假来临之际，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
向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及各餐饮服务单位发出倡议：

一、珍惜粮食，坚持合理消费。树立节约粮食意识，培养节
俭用餐习惯，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按需点餐、理性消费、拒
绝奢华。

二、关注健康，注重就餐安全。摒弃不良饮食陋习，自觉保



持环境卫生，养成安全健康的用餐习惯。

三、礼貌用餐，彰显文明细节。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文
明用餐，不劝酒、不酗酒，开车不喝酒，争做俭以养德、文
明用餐的实践者、宣传者、监督者。

四、积极推动，践行优质服务。餐饮服务企业要向顾客明示
菜品分量，合理搭配菜品。主动提醒顾客吃多少点多少，鼓
励并引导顾客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走，引导消费者树立合理
点餐，避免浪费的用餐理念。

餐桌文明、餐饮节俭是现代文明的体现，是市民文明素质的
体现，也是餐饮企业积极参与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让
我们携起手来，形成强大合力，积极倡导合理消费、绿色消
费、理性消费，让我们身体力行，与浪费恶习告别，从现在
做起、从餐桌做起，传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正能量，营造
出良好的社会风尚，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为早日进入全国
文明城市，为产业强区、生态大区、服务新区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此致

敬礼！

倡议人：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三

亲爱的师生员工们：

餐桌文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承载着尊重劳动、珍
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泉



州市三度荣获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城市）称号，目前正在全力争创新一轮全国文明
城市。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应自觉引领“文明消费、节约用
餐”的良好风尚。为此，特向全体师生员工提出如下倡议：

一、传承传统美德。我们每位师生员工都要自觉做到传
承“礼仪之邦”的美德，号召亲朋好友踊跃参加到文明餐桌
行动中来，积极打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享受“文明用
餐，节俭惜福”的快乐。

二、做到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理性消费，按需点菜，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

三、倡导文明用餐。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不肆意喧哗，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注意他人的用餐感受；讲究用餐卫生，
不随意造成用餐环境污染；低碳环保，使用“公筷公勺”，
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

四、讲究科学饮食。树立科学的饮食养生新理念，改变不良
的饮食习惯，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全体师生员工们：让我们身体力行，与文明握手，向陋习告
别，树立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小餐桌、大文明，它不仅
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承载着尊重劳动、勤俭节约
的传统美德，也是彰显盱眙人民文明素养的有效载体。为大
力普及餐桌文明知识、推广餐桌文明礼仪、倡导文明消费新
风，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以“文明用餐，
俭以养德”为主题的文明餐桌行动，并向广大餐饮服务单位
和市民朋友们发出倡议：

一、传承传统美德。每位司法干警都应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传承“礼仪之邦”的美德，同时，争做“文明用餐，



俭以养德”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积极号召亲朋好友
踊跃参加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积极打造温馨、文明的就餐
环境。餐饮企业要做到行业规范、食品安全、诚信经营、优
质服务，自觉引领“文明用餐，俭以养德”的良好风尚。

二、坚持合理消费。培养节俭用餐习惯，坚持按需点餐、理
性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
完就打包，积极营造温馨、文明的就餐环境。

三、做到文明用餐。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爱护用餐环境，不
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不在禁烟场所吸烟；讲究用餐卫生，
不带宠物进餐厅，不随意造成用餐环境污染；杜绝随地吐痰
等不文明陋习；不劝酒，不酗酒；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

四、注重科学饮食。坚持低碳环保，倡导使用“公筷公勺”，
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荤素合理搭配，
摒弃不良饮食陋习。提倡少油、少盐、少糖、低脂食品，养
成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习惯。

五、履行服务承诺。全体餐饮服务单位做到“四项承诺”：
保证不使用地沟油、亚硝酸盐等有毒有害食品；保证所用食
品和添加剂全部索证索票；保证所有员工均经健康体检和培
训合格后上岗；保证所提供饭菜食用卫生、安全。做到“三
个提醒”：“请注意适量点餐，不够再加”，“为了避免浪
费，本店提供免费打包餐盒”，“请注意不要酒后驾车”。

朋友们，播种美德是一种习惯，收获素养却是一种品格。让
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与文明握手，向陋
习告别，把俭以养德、俭以养性、俭以养身的理念变成自己
的自觉行动，为迎接江苏省文明城市复检添砖加瓦！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四

亲爱的干部职工们：

民以食为天。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它承载了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以礼示人，以文化
人。作为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市民，更应该从点滴
小事中彰显文明形象。今天，作为普通消费者,特向广大市民
倡议：

一、做到文明用餐。

遵守公共道德，注重餐桌礼仪，不吸烟，不喧哗，用公勺，
用公筷。

二、做到健康用餐。

树立绿色理念，培养科学习惯，不暴饮，不暴食，不劝酒，
不酒驾。

三、做到节俭用餐。

按需点菜，吃剩打包，不剩菜，不剩饭。

市民朋友们，让我们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到文明餐桌活动中
来，不仅做传统美德的践行者,还要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共
建舒适温馨、安全文明的就餐环境，共享“文明用餐，节俭
惜福”的美好生活。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五

全市餐饮服务单位、广大市民朋友们：



民以食为天，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小餐桌，大
文明，承载的不仅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作
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市民，我们更应大力弘扬勤俭节约、艰苦
奋斗的优良作风，自觉引领“文明消费、节约用餐”的良好
风尚，倡导积极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此，市文明
办特向广大餐饮服务单位和市民朋友们倡议：

一、践行美德，争做文明先锋。每位市民朋友和广大餐饮服
务单位从自我做起，积极参与“文明酒店”、“文明餐桌”
行动，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实践者、监
督者，共同营造良好的就餐氛围。

二、绿色消费，大兴节俭之风。养成节俭用餐习惯，践行绿
色生活方式，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摒弃不良饮食陋习。

三、文明礼貌，创造舒适用餐环境。不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杜绝随地吐痰等不文明陋习；不劝酒，
不酗酒。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餐饮服务企业推广文明
用语，注意仪表整洁，坚持优质服务，做到以礼待人、以诚
待人。

四、温馨提示，彰显文明细节。餐饮服务企业要在餐桌上摆放
“文明用餐”标示牌，做到“三个提醒”：“请注意适量点
餐，不够再加”“为了避免浪费，本店提供打包餐盒”“请
注意不要酒后驾车”。

五、绿色环保，注重饮食安全。餐饮服务企业要自觉遵守企
业规范，保障食品安全，使用合格餐具、食用油，诚信经营。

尊敬的餐饮服务企业、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让我们从我做起，
从节俭做起，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别，将环保、低碳进行
到底，在文明优美的环境中品尝佳肴，在公众场合里体现修



养！

倡议人：

日期：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六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小餐桌，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为积极响应今年在全县广泛开展的“文明餐桌大行
动”号召，结合我校的就餐现状，现向全校师生发起文明就
餐倡议：

1、请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节约粮食是尊重他人劳动的表现，
也是您高尚人格的体现。

2、请保持良好的就餐秩序，排队就餐。让整齐有序的队伍成
为学校餐厅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点餐时不适用一次性方便筷、一次性发泡餐盒级塑料袋，
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点餐时明确说出自己要的菜，使用文明用语，同时礼让老
师。

5、餐厅内不得恶意损坏或丢弃餐具，损坏公物要赔偿。

6、为了您的财产安全，也为了他人的方便，请不要用书包或
其他物品占座。

7、请不要随地吐痰、乱扔餐巾纸和实物残渣，不要再餐厅内



吸烟喝酒。注意自己的仪表、穿着和行为，为他人创造干净
整洁的环境。

8、请自觉归放餐具。就餐后请讲餐具、生菜和剩饭自觉带到
餐具回放处，既减轻了服务人员的工作压力，有方便了其他
同学的就餐。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身体力行，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
别，树立安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

倡议人：xxx

时间：xxxx年xx月xx日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七

亲爱的同学们：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先。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为了积极响应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的讲话精神，目前，南昌市正在大力开展“文明餐桌”行动。

在这里，我们白水湖学校全体学生向全市中小学生们发出倡
议：

一、继承传统美德。

自觉传承“礼仪之邦”的美德，争做文明节约的行动表率，
享受“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快乐。



二、倡导节约用餐。

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使
用“公筷公勺”，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三、遵守文明用餐。

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遵守用餐秩序，爱护用餐环境，排
队等候，安静就餐，用餐时细嚼慢咽。

四、做到卫生用餐。

餐前及时洗手，就餐后及时清理桌面，不乱扔食物残渣和纸
巾。

五、讲究健康用餐。

树立科学的饮食理念，改变挑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均衡营
养、科学搭配，从寻常食物中吃出健康和营养。

六、开展节约宣传。

积极倡导节约文化，争做“光盘行动”的宣传使者，从自己
的家庭做起，发动亲朋好友都参加到“光盘行动”中来。

同学们，小餐桌，大文明，让我们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践行文明餐桌行动，营造勤俭节约氛围，播种
一种习惯，收获一种品格，共同争做南昌市“文明用餐小使
者”吧！

倡议人：

日期：



餐桌礼仪倡议书篇十八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
食约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即使按保
守推算，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而全国仍
有1亿多贫困人口在忍受饥饿。

小餐桌，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承载的
不仅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
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作为在校的师生，我们没有增产的农业技术，也没有统计规
划粮食消费的能力，但每个人可以做到一件事：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广饶县实验中学团委、学生处在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到来
之际，向大家发出"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文明就餐"的倡议：

1.去往餐厅途中及在餐厅内，切勿乱跑以避免撞伤他人;

2.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

3.排队打饭过程中切勿高声喧哗、嬉戏打闹;

4.当打好饭的时候，请学会双手端餐盘，避免汤汁溅脏自己
或他人的衣物。若是不小心弄脏他人，请学会说对不起。

5.在就餐过程中，请孩子们谨记"食不言"。别让自己因边吃
饭边说话而消化不良或打嗝，也别让你的口沫弄脏他人的食
物。

6.切忌吃饭时跷腿或坐姿不雅。一来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二



来影响血液循环而容易造成静脉曲张等慢性病。

7.就餐点菜时，不攀比，适度适量，以"光盘"为荣，"剩盘"
为耻。

同学们，我们的饭菜都是父母辛辛苦苦一滴滴汗水一分分钱
挣来的，浪费粮食是可耻的行为，请同学们既要做"光盘行
动"的实践者，也要做"光盘行动"的推动和宣传者，提醒身边
的亲人和朋友,积极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