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总局 8月 14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市
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与上年同期相
比，餐饮食品、酒类等 25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
所降低，但特殊膳食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蔬菜制
品等8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上升。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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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场到餐桌，一杯牛奶如何诞生？
走进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

川生态智慧牧场的牛舍内，一头头奶
牛排队走上转盘式挤奶机。约 10分
钟后，新鲜的牛奶流入真空管道，迅
速降温至2—4摄氏度，随后进入奶罐
进行储存。

“无人”是这里的特色。牛舍内，
全自动挤奶机器人、全自动饲喂机器
人、环境智控系统等一台台智能化设
备有序运转。曾经靠人工逐个记录
的反刍量、运动量等数据，现在只要
给奶牛戴上智能项圈、电子耳标，在
手机上便能轻松获取。通过大数据
分析，可根据奶牛的生理特征调控饲
养环境，为精准管理奶牛提供参考。
该模式下，牛奶产量和奶牛繁育率都
有两位数的提升。

这种“科技范”贯穿着奶业全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顺着产业链往前
看，从“育好种”，加快生物育种关键
技术研究；到“种好草”，加强紫花苜
蓿等重要饲草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
科技创新对奶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逐
渐凸显。往后看，以伊利现代智慧健
康谷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为例，刚刚
从牧场运来的生鲜乳，只需中控室的
员工在电脑屏幕上轻轻一点，便可以
自动进入检验、处理、混料、称重、干
燥浓缩等生产流程。

全自动机器人、无人车等机械设
备能够与生产线密切配合，正是得益
于打通全产业链条的信息化管理。
近年来，伊利对牧场、工厂和物流的
多个独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整
合。在工厂智控数字中心，依托数字
孪生等技术，智慧屏幕实时更新着奶
牛行为监测、奶源运输、作业效率、累

计产量、工厂能耗、库存状态、运输物
流等各环节信息。依据数据分析结
果，工作人员可及时调控优化产业链
各环节进度，进一步提质增效。

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把好乳
制品生产、加工、流通每一道关口，科
技也是重要助力。为更好地管控和
追溯产品质量，伊利建立从源头到终
端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消费者可扫
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查询获取产
品的质检报告等信息。在物流端，从
产品出库到商超上架，全程实施数字
化管控，加强对生鲜乳收购站、运输
车的精准化、全时段管理，确保牛奶
被快速、安全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对质量安全的把控，体现在每一
个细节里。以灌装车间为例：包材进
入设备后，先对牛奶盒内外部彻底进
行电子束杀菌；为避免使用黏合剂，

使用超声波技术对包材中的塑料夹
层进行热熔封口；灌装奶粉时，将喷
雾干燥后的奶粉充氮灌装，使产品在
高海拔地区也不会胀罐、爆罐；给牛
奶盒粘贴吸管时，运用视频捕捉技术
确保精准率达100%……

作为内蒙古“十四五”规划重点
项目，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现已建成
液奶、奶粉、智造体验中心、智慧牧场
等项目，产业集聚集约综合效益凸
显。8月 5日，位于健康谷内的国家
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部正式落成。
目前，中心集聚 10位院士、100多位
高级行业专家、20多位海外专家和超
过5000人的全产业链创新队伍，将助
力解决我国奶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为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栾心怡

奶业产业链的“科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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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应让消费者“预知”

现在，不少餐馆在食材环节
选择了预制菜。菜品预先做好
了，加热一下就可以端上来。所
谓预制菜，按照中国烹饪协会发
布的团体标准，是“以一种或多种
农产品为主要原料，运用标准化
流水作业，经预加工（如分切、搅
拌、腌制、滚揉、成型、调味等）和/
或预烹调（如炒、炸、烤、煮、蒸等）
制成，并进行预包装的成品或半
成品菜肴”。

预制菜能做到即烹、即热、即
食，省去了买、洗、切等繁琐工序，
连接了上游“菜园子”和下游“菜
盘子”，正逐渐获得市场青睐。有
数据显示，预制菜相关企业达 6.6
万余家，其中，2022年新增注册企
业1020余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未
来5年内，预制菜产业产值有望达
万亿元级别的规模，成为餐饮产
业发展的又一个“风口”。

预制菜受追捧，但其口味、新
鲜程度、营养价值等等，与新鲜食

材还有一定差距。《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鼓励餐饮服务提
供者明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
餐食的数量或重量。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相关
部门有必要加快制定和实施预制
菜行业生产标准，督促餐饮企业
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责任，标注
哪盘是现炒菜，哪盘是预制菜，别
让消费者用现炒菜的钱，买了预
制菜的单。

预制菜的赛道很长，市场发
展前景可观。它的兴起，有效提
升了经济复苏的烟火气。促进这
一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守牢
食品安全底线、提升营养价值、丰
富菜品口味、明晰产品标识、督促
餐饮店落实告知责任等。只有让
消费者更加清楚明白地放心消
费，才有可能不断拓展市场空间，
推动预制菜产业真正实现高质量
发展。

□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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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秋粮作物正处于产量形
成关键阶段，各地正多措并举紧抓
田间管理，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生产
丰收，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稳定。在
粮食安全基础上，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
农业与食物、粮食与食物的辩证关
系逐渐清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
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
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
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
哪样也不行。这为新时代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国民营养提供了遵
循和指引。新时代筑牢粮食安全
基石，需要我们牢牢树立并深入践
行大食物观。

坚持把保障和促进粮食安全
作为出发点。保障粮食安全，既
要保证 14亿多人吃得饱，又要保
证吃得好。我国传统饮食以植物
性食物为主，能量基本上可满足
机体需要，但蛋白质、脂肪偏少。
践行大食物观，意味着加强农业
供给侧改革，由单一供给侧管理
向供需两侧双向拓展，促进食物
多样化供给，促进植物性和动物
性食品消费占比均衡，为优化国
民饮食结构奠定基础。同时，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大豆等油
料作物种植面积，推进南菜北运
基地和北方设施农业建设，稳定
生猪基本产能，扩大牛羊肉和奶
业生产，提升渔业发展质量，确保

“油瓶子”“菜篮子”“肉盘子”供给
稳定。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还
要求确保粮食的高质量供给和可
持续供给，改变传统农业对资源
环境不可持续的高强度开发利
用，广泛挖掘各类食物资源，推广
绿色、生态、可持续农业发展模
式，以科技创新促进种质资源技
术创新、农业基础设施与装置技
术创新、农业生产技术创新，进一
步提升多元化食物生产的科技进
步贡献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引领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转
变。以大食物观引领生产结构的
转变，是指从相对单一的粮食生
产转向多元化食物供给。在保证

粮食供应充足的基础上，适当增
加果蔬类、动物性蛋白及海洋食
品生产，才能更好满足多样化膳
食营养需求。实现食物供给来源
的多元化，要向森林、江河、湖海
要食物，向动物植物微生物要热
量、要蛋白，合理利用山水林田湖
草等生物资源，充分挖掘生物资
源潜力，最大限度减少土地资源
依赖和环境影响，全方位、多渠道
优化食物原料供给结构，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食物需求。大食物
观引领的消费结构的转变，则是
指从以粮食消费为主转向多元化
食物消费。在保障粮食，尤其是
口粮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中国人
饭碗里的食物种类更加丰富，消
费升级与食物供给多样化同步协
调，逐渐呈现“更营养、更健康、更
合理”的趋势。具体来看，主食在
消费中占比下降，蔬菜、水果及肉
蛋奶等消费量明显提升，这有利
于形成更加均衡的膳食营养结
构。在食物消费上，消费者更加
注重质量和营养，推动食品生产
体系不断优化迭代，实现从果腹
到吃饱、从吃饱到营养、从营养到
均衡、从均衡到健康的整体转变。

着力提升生产效率、控制物
流成本、实施标准认证等。在提
升生产效率方面，以科技为内核
推动创新，在种质资源开发、种植
养殖过程管理、包装与品牌设计
等各个方面加强研发力度，从种
养到销售各环节全面发力，提升
食物生产的全过程效率。在控制
物流成本方面，推进农产品全国
大市场建设，完善流通体系，畅通
食物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之间的
连接渠道，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
易成本。针对农产品加工、包装、
储运等环节中的薄弱点，采取针
对性措施尽快补齐短板。在实施
标准认证方面，加速完善适应大
食物观发展的食物营养评价制
度、食物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制度，
建立食物营养评价数据库和食物
产品质量标准数据库，加强检测
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助力建立健
全更符合中国人营养健康需求的
食物供需体系。

树立大食物观，托举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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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门口的便民早餐店喝一
碗新鲜的豆浆，到社区便民菜店挑
选几样可口的青菜，来社区便民中
心修一修小物件……对于城市居民
来说，家门口的社区商业方便了日
常消费，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近日，商务部等 13部门研究
制定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发布，提出到 2025年，在全国
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
推动多种类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并作出优化社区商业网点布
局、改善社区消费条件、创新社区消
费场景等具体部署，为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明确了新目
标，提出了新要求。

如果说大型购物中心是城市商
业的“主动脉”，那么以周边社区居

民为服务对象的社区商业就像是
“毛细血管”，激活城市消费的更大
潜力。社区商业以社区居民为主要
服务对象，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
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是一
种多业态集聚的特色商业模式。随
着我国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商
业快速发展，我国社区商业总体布
局不断完善，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不
仅满足了社区居民购物、餐饮等消
费需求，还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洗
衣等多种综合服务，成为居民消费
的重要载体。

同时也要看到，社区商业在一定
程度上仍存在商业基础设施不足、网
点布局不合理、服务功能单一等问
题，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和品质消费需
求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要紧跟
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坚持“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缺什么、补什么”，既要
补齐人们日常需要的基本保障类业
态，也要注重发展消费升级需要的品
质提升类业态，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打造成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
体。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需要系统谋划设计，优化社
区商业布局。有的社区，周围菜店比
较多，但健身场所、休闲场所不足；有
的社区，娱乐休闲去处不少，购买日
常生活必需品却不便利……解决类
似问题，就要从规划入手，让社区商
业的布局更好符合居民实际需求。
要注重改善消费条件，丰富消费业
态。在居民“家门口”优先配齐购物、
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
业态，让消费更便捷。在居民“家周
边”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娱乐、休闲、

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
让消费更方便、更舒心。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消费新场
景、新体验的重要载体。在一些社
区，传统商场向社区商业中心转型，
拓展特色餐饮、生活零售、文化休闲
等服务功能，生意更加红火。未来，
要继续鼓励场景和模式创新，发展线
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模式，赋能实
体门店，拓展服务半径。同时鼓励健
身房、多功能运动场、保健理疗店等
进社区，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与养
老托育圈、文化休闲圈、快递服务圈
等圈圈相融，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多多
元化、多层次的消费场景，在改善服
务民生、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城市经
济“微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王珂

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从原料多为冲泡粉剂的“台湾奶
茶”“珍珠奶茶”到由鲜茶叶和品质牛
奶现泡出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从
中小学门口不知名店铺，到如今装
修、环境均相当能打，职场白领用来
商务交流也丝毫不显违和的奈雪的
茶、喜茶等奶茶店铺。奶茶从大热到
步入主流不知不觉就在这十余年间，
在此期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各大品
牌或不断精进，或昙花一现。因高频
消费、高现金流、高吸客能力的特性，
在资本的加持下，奶茶市场的争斗更
是引人注目，除了“一年绕地球N圈”

“香飘飘”这种老牌 A股上市公司，
2021年6月30日，创立不过六七年的

“奈雪的茶”于港交所正式上市，成为
“全球现制茶饮第一股”，颇有国际化
视野。时至今日，据报道仍然至少有
6家奶茶连锁店考虑海外 IPO。

不过，从奶茶市场现状来看，品牌
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红利期可能已

经成为过去式。不要说传统袋装非现
制奶茶已经被归入超市的犄角旮旯，
存量现制奶茶的市场博弈，如今可谓
肉眼可见的残酷，这一点从喜茶、奈雪
的茶等第一梯队奶茶单价的下降早就
有所感知，不少单品的价格直接是对
半折。以往卖一杯挣到的钱，现在需
要卖两杯才能挣得到。不是被逼到了
事关品牌生死，哪有创始人舍得割自
己肉。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品牌安全，
因为奶茶的负面信息也始终伴随着这
一行业的发展过程，诸如服务、质量等
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成为舆情热
点。近日面世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
自2022年5月至2023年6月，有关奶
茶消费维权的舆情数据至少有3.1万
余条。其中，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数
据有2.4万余条，占比78.17%；有关服
务问题的数据有 3600 多条，占比
11.68%；有关宣传问题的数据有3100

多条，占比10.15%。其中一些主打加
盟“割韭菜”的奶茶品牌，此类问题应
该更为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奶茶消费市场一
路更迭，正在走向健康、天然，新式茶
饮在采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上的提
升，恰恰符合了这个趋势。奶茶目标
群体同时也在升级，从以往主要面向
学生群体开始转向25—35岁、更具购
买力的年轻人。但时至今日，这个行
业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服务管理体系
和规范化操作流程，从业人员标准不
一、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更是普遍现象。

这里比较正面的一个例子是来自
宝岛台湾的某个奶茶品牌，迄今全国
也不过数百家，以加盟和管理制度严
苛著称。这也就不难理解其能将产品
和服务品质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平。据
加盟店主自爆，经营稳定期仍经常遭
受来自总部的压力，后者会不定时派
管理层到店内检查卫生和物料保质

期，派神秘顾客到店内购买产品，检查
店员的仪表妆容、服务态度、奶茶质
量。试问，这样的奶茶店有什么理由
会被消费者遗忘呢？

奶茶最容易被拿来与咖啡做通俗
比较，既然进星巴克点一杯咖啡可以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国内新式奶
茶同样可以承载更多品牌价值和体
验，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
是在奶茶背后的资本看来，还是在奶
茶的顾客看来，与年轻人喜欢拿星巴
克作为表明自己生活方式的标签一
样，最好就是奶茶有一天也成为这种
标签，消费者拿着这么一杯，自己就像
过上了有情调的生活。目前来看，硬
件已经接近，软件尚未完全落地。如
果在食品安全、操作卫生这些重要环
节上都还存在瑕疵，那么，显然要实现
这一愿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光祥

资本跑马圈地，何时出现真正的奶茶大牌？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Speak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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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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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业 报

DAIRY TIMES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