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
至2月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2%。客流恢复促
进营业额增长，“一桌难求”成了不少消费者就餐的普
遍感受。一些城市还通过发放餐饮专项消费券、出台
提振餐饮业发展信心等举措，助力餐饮业复苏。接下
来，要持续完善政策支持和引导，培育餐饮龙头企业
和领军人才，推出更符合企业需求和市场预期的帮
扶、促消费政策，合理优化产业布局，更好激发和满足
消费需求。

（文/时锋 图/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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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有偿打包“变了味儿”

“是什么让我即使撑得难受还
是嗦光了面？——打包盒收费。”
这是某网友在一家以“量大实惠”
著称的面馆点评页面留下的评语，
而有着类似经历的消费者并不在
少数。用完餐后，不少秉承节约理
念的消费者希望将剩菜打包带走，
但在有偿打包前“望而却步”：“一
盘菜才二十几元，就剩下几块肉，
还要花三元买餐盒带走，我干脆不
打包了。”另一位网友直言。

经常外出就餐的人不难发
现，针对不同材质、规格的打包
盒，不同的餐厅会收取 1至 5元不
等的费用，是否对塑料袋收费也
因餐厅而异，个别餐厅更以“餐盒
可耐高温”“无低价餐盒”为由，对
一个打包盒收取 8元甚至 10元的
高额费用；在就餐完毕后提出打
包要求时，部分餐厅不主动告知
收取打包费，或是店内不明码标
价，消费者往往在结账后才发现
有打包费这一项“隐形”支出；更
有商家大肆宣传“外带可免费打
包”以招徕顾客，但消费者却在打
包时被告知，免费的仅仅是“商家
帮助顾客打包”这一行为，而打包
盒仍需付费，让人啼笑皆非。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让消费
者不禁产生困惑：“商家本来应该
鼓励打包，怎么现在像是变相‘劝
退’？这不是默许和放任浪费
吗？”毕竟，在价格相对高昂的打
包费面前，“撑得难受依然坚持光
盘”的顾客是少数，有些人选择撇
下剩菜，扬长而去。

关于餐饮商家提供打包服
务，法律中早有明文规定。2021
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食品浪费法》要求，餐饮服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提示，
根据消费者需要提供公勺公筷和
打包服务。北京、上海、河北等多
地也先后出台条例，要求餐饮服
务经营者为消费者打包剩余食品
提供便利。但是，针对打包与否
强制收费、打包费收取是否有统
一标准等问题，目前国家尚未出
台明确的相关规定。

由此可见，目前打包费面临的
主要难点在于费用不透明、标准不
统一、监管不到位。对此，建议相
关监管部门聚焦有偿打包这一问
题，深入落实监管责任，积极推进
专项整治，健全完善标准规范，有
力遏制有偿打包“牟利化”势头，尽
快建立价格监管的长效机制。

打包往往是对过量点餐的
“补救”。因此，餐饮商家应积极
履行制止浪费的提示义务，通过
张贴“光盘行动”标识等显著方式
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理性消费，
从源头杜绝浪费。有条件的商家
可根据消费者的“光盘”情况给予
实物奖励或减免打包费用，以示
鼓励。同时，相关行业协会应针
对打包费用、餐盒规格等事项尽
快推动出台统一标准，加强对行
业内部“打包乱象”的自查自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
费。”广大消费者有责任牢固树立
节约粮食的意识，将“光盘行动”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外出就餐
时按需点餐，不“充场子”“好面
子”，主动打包剩余饭菜，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共建文明餐桌。

□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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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有机大米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消费水平
提升，安全、健康及绿色意识不断增
强，有机产品越来越受到公众喜爱。
然而，身边带有“有机”字样的产品是
否一定“有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认证监管处副处长何珊介绍道：“我
国对于有机产品的规范要求十分严
格，符合规定的有机产品均需经过认
证才能上市销售，未获得有机产品认
证，不得在产品、产品包装及标签上
标注‘有机’（ORGANIC）等误导公众
的表述。”（3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有机产品，是指采取有机的耕
作、加工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
产品的生产，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
原理，采取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技术，同时，在加工、贮藏、运输、包

装、标识、销售等过程，也有一套严格
规范的管理要求。

随着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人们对
健康越来越重视。许多消费者的消费
水平不断升级——由数量消费向质量
消费转变，由商品消费向品牌消费转
变，从而偏爱有机产品。与此同时，有
机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利润也较为
可观。基于此，不少企业热衷于争食
有机产品的“蛋糕”，一时间，真“有机”
与假“有机”混战于市场。近年来媒体
时有报道，一些食品在包装上纷纷标
注“有机”二字，并标榜“高质高价”，花
钱购买认证、张贴假冒认证等现象屡
见不鲜，一些售价不菲的有机产品只
是披着“有机”外衣的冒牌货。

假冒“有机产品”给有机产品市
场造成混乱，让许多人不再相信有机

产品，会危害市场持续发展；同时，这
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采取不正
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可能排挤竞争
对手，尤其会损害真正的有机产品经
营者的利益。从消费角度说，会对广
大消费者形成误导，认为其产品是经
过认证的有机食品，这就涉嫌消费欺
诈，是属于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行为；有机产品本来就贵，造假获得
的利润更大。

对于以普通产品冒充“有机产
品”者，必须毫不手软予以打击。这
是约束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倒逼
其提升产品品质的需要；有助于保障
有机产品真的是安全、优质、营养的
产品，保护合法有机产品的品牌形
象，防止不正当竞争，促进有机产品
市场健康发展；还有助于保障食品安

全、维护消费者切身利益。各地都应
对有机食品标志的认证使用予以常
态化监管治理。根据规定，有机食品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一年期
满后可申请“保持认证”，通过检查、
审核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有机食品
标识。故也要防止过期失效标志“超
期服役”，误导消费者。

针对有机产品越来越火，各地监
管部门在强化监管时，还要像北京此
番这样，开展“如何辨别有机产品”等
宣传活动，现场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加强对有机产品的宣传力度，可使消
费者更好地识别真假“有机”，在学会
避“坑”之时，接受真“有机”的合理溢
价，有助于以消费拉动生产。

何勇海

真假“有机产品”混战 监管别旁观

外包装上写着“泰子王”二代泰
国香米，实际上跟泰国米没有关系。
央视 3·15晚会上，曝光了不法商家
将本地大米伪造冒充成泰国香米的
案例。当晚，报道中的安徽香王粮油
食品公司所在的肥东县市场监管、公
安等联合执法组第一时间赶至现场，
对该企业进行查封，并依法传唤了法
人代表。

为了以假乱真，一些商家不满足
于卖弄文字游戏，而是往大米里添加
香精。有经营者坦陈，他们这种行为
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对于如何让香味
更逼真，“总结出不少经验”。而再往
上游追溯，为大米提供香精的厂家并
没有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其
使用原料配方的安全性也未经检验。

由此看来，在假冒泰国香米的生
产、加工、销售的一整套链条上，几乎
每一个环节都在造假，几乎每一个环
节都触犯了法律法规。有的涉及虚
假宣传，有的违反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有的根本没有取得生产资质。所
有这些做法，无不对公共健康和食品

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让老

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是政府、粮
食生产经营者的重要责任。“香精大
米”的存在，不仅给购买这些伪劣粮
食的消费者造成健康危害，也在更大
范围内消解着公众对粮食消费的信
任感。

值得警惕的是，“香精大米”并非
首次被曝光。早在 2010年，3·15节
目就对一些企业违规使用大米香精、
加工假香米做过深入调查报道。10
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企业违规添加香
精，可谓“野火烧不尽”。

为什么“香精大米”治而不绝？
为什么不法商家胆敢一而再再而三
地逾越法律底线？

首先是造假成本低，利润丰厚。
比如，报道中不添加香精的“裸米”卖
2.32 元，添加以后给经销商卖 2.4
元。看似单价差距不大，但添加香精
的成本本身不高，在巨大销量之下就
是一笔巨大的利润。

其次是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差，模

糊概念，不作真实标识。大多数消费
者无力辨别香米真实产地，买到什么
以为就是什么。比如，“泰子王”用一
个商标来忽悠消费者。

更重要的是，上游原材料生产流
通缺乏有效监管。泰国香米味道的
香精本不应该存在，自然也不可能通
过监管部门的审批。但是，香精厂就
是明知生产此类香精非法，还通过各
种方式偷偷卖给老客户。为了躲避
监管，好多香精原材料不标注真实名
称，香精也没有标明厂名厂址。所有
这些瞒天过海的过程，仿佛都脱离了
监管部门的掌控。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保障
粮食质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质量安全态势总体向好。

但是，如果法规不能完全落地实
施，保护消费者安全就会沦为空谈。
基层监管部门有没有实地走一走看
一看，有没有认真抽查市面上销售的

粮食产品，关系到粮食质量安全状
况。在我国不断加大粮食监管力度
的背景下，“香精大米”事件再现值得
深刻反思。

粮食从农田端到餐桌，涉及生
产、收购、仓储、加工、销售等多个环
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质量安
全隐患，任何人“做手脚”都可能危害
众多消费者的健康。从制度层面看，
我国关于粮食安全保障的法律条文
还存在零散、笼统的问题，近日，就有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加快推进粮食安
全保障法的立法工作。

维护国家粮食质量安全已成为
全民共识。在用好已有监管手段的
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出台
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在查处粮食领
域违法违规行为时，要严肃追责到具
体责任人，对于其中危害民众健康的
行为，要坚决“亮剑”，不惜施以顶格
处罚，从而以儆效尤，坚决兜住粮食
的安全底线。

《新京报》

“香精大米”何以“野火烧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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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攥紧
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近年
来，我国在种业链条上围绕基础研究、
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各个环节持续
发力，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我国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
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品
种对单产的贡献率超过45%。一粒粒
良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根发芽，有
力保证了14亿多中国人“每天到点开
饭”，而且能越吃越好。

应当看到，我国种业结构性问题
依然较为突出，品种竞争力也不够
强，还存在育种体系不完善、种质资
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满足产业发
展现实需求的重大突破新品种不多

等问题。更何况相比其他行业，吃饭
问题很难承受某些超预期的冲击。
我国要从种业大国迈向种业强国，就
须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眉毛胡子一把抓，向来不可取。
全面摸清种质资源家底，开展种质资
源全面普查保护，建设国际一流的国
家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种质资源库，
这类打基础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比如，农业农村部近日组织对湖南、
江苏、广西、湖北、海南、重庆等第一
批 6省（区、市）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进行验
收。6省份通过验收，收集到白马牙
玉米、地灵红糯等一批优异、珍稀、特
色资源。

有了种子只是开始，种下之后才
能守候希望。笔者去年走访呼和浩
特的蒙草种业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质种源既要存在库里，更要种在
地里”，这个观点就很值得借鉴。从
业内人士的实践经验来看，推动种业
产业发展，必须坚持保护和利用两条
腿走路。在“利用”方面，发挥好龙头
企业的作用很关键。去年，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扶持国家种业
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公布了270家
农作物、畜禽、水产种业企业及专业
化平台企业（机构）阵型名单。相信
未来会有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
应市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成为打
造种业振兴的骨干力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
去 5年工作情况时指出，“加快种业、
农机等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 67%提高到
73%”。科技创新为种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种子生于
地、长于时、聚于力，非一日可成，关
键技术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粒

“金种子”的背后，往往是持之以恒的
攻关与钻研。让“小种子”发挥大效
能，还须全链条精准发力。相信通过
各方共同努力，培育出更多“金种
子”，为种业装上“中国芯”，就能从源
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年巍

精准发力培育种业“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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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碗北京卤煮、单县羊汤、
广东肠粉、乐山钵钵鸡，再买点农
家黄瓜、现摘草莓、张家口西红柿
……2023 年春天，乡镇大集取代
后备箱集市，吸引年轻人赶早“捧
场”。到乡镇大集逛一圈，不仅能
体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的购物乐趣，还能看到“增强消费
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
景”的鲜活样本。

乡镇大集好像有一种魔力，
能让钱更值钱。同样是 20元，在
市中心也就是一杯奶茶钱，但在
大集上已经能吃一顿肉夹馍配胡
辣汤。魔力的实质是摊位费便
宜、供应环节少。例如，北京郊区
的几个乡镇大集，摊位费便宜的
每月仅 20元，还有按出摊天数收
费的，整体比城市租金便宜不
少。销售的商品要么是商家自产
自销，要么是商家批发进货，没有
了层层加价环节。

重点是，即便卖这么便宜，商
家依然有得赚。这是不是意味
着，增强消费能力，除了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也可通过压缩
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减免租
金等方式，让商品价格降下来？

消费条件改善是乡镇大集“城”
意浓的前提条件。首先是交通条件
变了。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已达65.22%，原本的乡村逐步融
入城镇，特别是年轻人集中的大学
城，很多都分布在城乡接合部，乡镇
大集也随之加入城镇生活圈。

乡镇大集能火起来，还与管
理完善、环境改善密切相关。现
在的大集普遍有管理方，负责开
辟停车场、规范摊位分布、监督垃
圾清理等工作，多地还出台了农
村集市食品摊点管理规定，从制
度上强化食品安全、质量等管理
工作。东西多、价格低、交通便
利、环境过得去，消费者才能方便
又放心地逛大集。

乡镇大集自带温馨生活滤
镜。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
间。如果说后备箱集市承载了年
轻人的创业梦想，乡镇大集则浓
缩了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乡镇大
集服务周边多年，今年突然火起
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希望不花太多钱，就
能体会生活的丰盈美好。大集为
当下创新消费场景提供了另一种
理念：不一定非得追求高科技、多
功能、生活美学；回归消费者生活
需求，也许会诞生新思路。

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由
于人口流出，很多真正的农村大
集日益凋落，现在网上被追捧的
大集主要在城市周边。但农村消
费市场服务近5亿农村人口，不应
被忽视。关注乡镇大集，不只是
因为城里人去买东西，而是因为
农村消费者权益同样重要。不管
消费者来自何方，他们花的每一
分钱都应当得到保障。

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展的农村
集贸市场调查体验显示，农村居
民在集市、集贸市场消费时最经
常遇到“三无”产品问题，占比达
28.9%；掺假制假、非法添加等产
品质量问题也经常发生，占比约
26.8%。从笔者实地走访来看，食
品是乡镇大集最受欢迎的品类，
在所有问题中，食品安全问题也
是重中之重。但目前乡镇大集还
存在着以收费代替管理、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难落实等问题。

这种情况应引起重视。集市
管理主体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监管部门应监督集市管理方，
在不增加摊贩负担的前提下为摊
贩备案、查验资质，并督促摊贩按
照亮证经营、原料公示、场所清洁
等标准经营，共同守护乡镇大集
的美好和安全。哪怕有一天乡镇
大集不再“网红”，也依然能更好
地服务周边群众。

别把乡镇大集仅仅当成网红

Sound

征稿启事：
本版关注的是乳业界的热点话题，常有业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参与话题的讨论。如果您有见解独到，论点鲜明，论据充足的稿

件，欢迎您投稿。稿件请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

邮箱：rysb2007@163.com

视点02 2023.03.31
责任总编：赵敏 责任主任：张耀 编辑：董仙鹤 版式策划：董仙鹤 一读：许冬雨 Viewpoint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