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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每年浪费的粮食高达 13 亿吨，与此同时，8.7 亿人

口依然营养不良。当成百万人还在挨饿的时候，这样的浪费是无法让人接受

的。在环境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下，我们必须发展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方

式。为了拯救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的饮食问题。  

 这就是世界环境日要宣传的主题：思、食、俭。每个人必须从自己的思

考和行为方式入手，这也是为什么教育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 年）牵头

机构致力于培养具有新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学习者，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可持续性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承担的责任，包括合理的饮食和节约粮食。学

校是与浪费、饥饿和营养不良进行斗争的最前沿。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青年交流”行动是我们致力于和青年一起促进可持续性的具体实例。 

 农业与当地环境的联系根深蒂固--我们必须在这一领域行动起来，发展

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做法。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各地指定了 600 个生物

圈保护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其中的众多保护区种植有机粮棉，促进

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农村地区的就业。从法国的 Luberon-Lure 生物圈

保护区到日本的 Aya 生物圈保护区和约旦的 Dana 生物圈保护区，当地社区开

发绿色生态产品，以满足地方和全球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保护环境和减少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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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能比饮食更具文化和社会性。教科文组织通过其保护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倡导强化营养质量和发挥地方传统的饮食方式。从地中海

饮食习惯到墨西哥传统菜肴，消费当地食品不仅能享有更好的质量，也产生更

少的废物，留下更少的足迹，同时也是参与生气盎然的传统文化习俗。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分享地方和传统知识系统以及从传统的狩猎、捕鱼和农业

技术中学习可持续性。 

 从生产、运输、储藏、销售到消费，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环节消除浪费粮

食的现象。我们每个人必须反思自己的饮食习惯，使之对整个食物链产生积极

的影响。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为推进可持续性打下基础，这就是教科文组织在

今年世界环境日要传递的信息。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