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发读者来信，反映一家小餐饮
店店主每天苦于填写落实食品安全工作日管控的表格，“天天应付
县里、镇里的不同检查，而且要书面检查，只能是给我们增添负担，
而对食品安全无益”。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切忌在工作推进中走形式走过场、加
重负担的行为。让小饭店店主“天天填表”，如此形式主义，只会让
食品安全留在书面，而非落到实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
责人回应说，为减轻小微主体负担，相关食安管控规定并不包括小
餐饮店，“我们将指导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因地制宜、分级分类推进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切实减轻包括小餐饮店在内的‘其他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负担，防止工作‘一刀切’、执行‘模板化’等问题出现。”

（文/王玥 图/颜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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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奶茶品牌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除了一些全国性连锁品牌，也
出现许多地域性品牌。随着奶茶市
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各类服务问
题、质量问题层出不穷。近日有调查
分析报告发现，目前奶茶行业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方面，其次是服
务和宣传问题。

据报道，今年 2月有网友称在益
禾堂奶茶中喝出3个标签后引发急性
肠炎，引发关注。之后益禾堂发布微
博致歉，并承诺进一步严把食品安全
关。其中称，事发后益禾堂第一时间
成立了调查组，经调查，出现问题的
原因是门店当事员工未严格按照产
品制作流程操作、未仔细检查致使标
签纸遗留在杯中。益禾堂还称，公司
已经依据相关规章制度及监管部门
要求对当事员工及门店做出了停岗
培训和停业整顿等处罚。

今年“3·15”期间，武汉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 2022年消费维权典型
案例，其中，武汉市江汉区本汉古茗
奶茶店生产经营感官不良的食材、擅
自更改保质期，被江汉区市场监管局
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205元、罚款
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奶茶行业问题频发，客观原因在
于这个行业发展得太快——企查查
数据显示，2018年至 2022年，我国新
增奶茶相关企业 39.4万家。仅 2020
年就注册了9.5万家相关企业。

全国知名的奶茶品牌店有加盟
店、自营店，还有些区域地方品牌，可
能就是几个单体店，总部对门店的管
理未必跟得上。门店数量庞大，食品
监管力量很难实现随时随地全覆盖。

奶茶行业规模较大、品牌众多，
监管力度相对薄弱，一些奶茶门店和
从业人员利用监管缺失放松要求。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行业发展快，缺
乏标准化的服务管理体系和规范化

操作流程，扩张中的企业来不及培训
员工，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容易出现疏
漏，对奶茶的制作及门店卫生清理不
到位，导致食品安全、服务等问题频
繁出现。

企查查数据显示，过去5年，奶茶相
关企业共遭到行政处罚9410件，主要涉
及违反食品安全法规、销售超过保质期
食品等问题。5年近万件行政处罚，显
示出奶茶行业食品问题相当严峻。

除了食品安全问题，奶茶行业的
服务质量也多次被消费者吐槽。因
为奶茶往往走网红路线，种草种过
头，一不留神就滑向了虚假宣传。

有个奶茶品牌的广告词很出圈，
叫作“把你捧在手心里”。但是，奶茶
想要被消费者捧在手心里，还得让消
费者首先把心放进肚子里。奶茶行
业是食品行业，必须将食品安全放在
首位。专家表示，奶茶品牌和门店需
要注重员工培训，包括食品安全知

识、卫生操作规范等方面，提高员工
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也可以设
计更规范的奖惩制度提升员工工作
认真度，培养员工责任心。

在管理层面，有必要对目前的法
律法规体系进行补充，鼓励企业制定
更完善的企业标准，加强对问题多
发、高发门店的检查和抽检。消费者
要增强维权意识，在消费过程中发现
有什么问题，及时向门店工作人员反
映。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可以向监管
部门反映，以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此前，有些走低价路线的
品牌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时，以超高
性价比得到了网友的玩梗式原谅，但
这种调侃没有改变食品安全问题的
性质。如果奶茶品牌守不住安全底
线，总有一天，玩梗会变成玩火，最终
烧伤品牌多年的努力。

佘颖

奶茶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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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社区食堂，让居民共享幸福“食”光

民以食为天，小餐桌上有大
民生。近年来，具有公益属性的
社区食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
般茁壮生长。由于环境整洁、就
餐方便、价格合理，很多社区食堂
不仅深受老年人青睐，还吸引了
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除了社区
居民外，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环
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不时光
顾，也让社区食堂的烟火气更加
浓郁。

去年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
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完整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
提到，试点社区应规划配建食堂
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今年7月，
商务部等 13部门联合发布《全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提
出“探索发展社区食堂，建立老年
人助餐服务网络”。地方上也纷
纷出台相应政策，完善老年助餐
服务，推进社区食堂建设。各地
民政部门则根据实际情况，对食
堂建设、老年人用餐等给予不同
程度的补助。

作为基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社区食堂的蓬勃发展，显
然同政策的精准引导和有力支持
密不可分。其实，社区食堂并非
新生事物。例如，在浙江杭州，最
早的社区食堂已经有20多年的历
史。而放眼世界，在新加坡，很多
家庭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小贩中心
解决。物美价廉的小贩中心又被
称为新加坡人的社区食堂，而它
所承载的小贩文化，也被列入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名录”当中。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
在我国，社区食堂的兴起，顺应了

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也反映
了年轻人生活压力大的现实。它
瞄准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社区是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
的基本单元，将食堂开到居民身
边，无疑是大家都期盼的好事。
但要把好事办好、把“食事”办

“实”，让社区食堂不仅建得起，还
能走得远，这就需要将政府“有形
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得
更紧密，并在公益属性与市场经
营之间找到平衡点。

社区食堂建设不能一哄而
上，而是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
做好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
势利导去稳步推进。社区食堂在
开业初期往往难以做到盈亏平
衡，这时来自政府部门、社区及周
边居民等各方的支持就很重要，
无论是政策、资金、场地还是其他
支持。社区食堂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则必须在社会化运营中直面
市场竞争，既要控制成本、提质增
收，又要确保食品安全、吸引壮大
客流，“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
场法则这里同样适用。社区食堂
是一项能做出“大文章”的民生工
程，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对餐
饮、养老、社区服务等相关产业的
从业者来说，也是值得把握的重
要机遇。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地方，
社区食堂远不止是提供用餐服
务，还真正融入了社区居民的生
活。它是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
是邻里交流来往的平台，是抚人
心、慰冷暖的存在。让居民共享
幸福“食”光，推动居民共建共治，
使社区真正成为居民宜居宜业的
家园，对社区食堂来说，还有很多
美好故事将在这里发生。

□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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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肇庆市怀集中学
的小卖部因其高昂的拍卖价格引
发关注。150平方米小卖部，评估
价 385560 元，挂牌价 385560 元，
最终以 5 年 9430560 元的价格被
租了出去。

公开资料显示，该小卖部位
于县城中心，人气兴旺。负责小
卖部人员招聘的工作人员表示，
怀集中学只有一家小卖部，主要
面向校内师生，基本承担了校内
寄宿师生所有的生活所需。据
悉，怀集中学是肇庆市一级学校，
共有学生 8300 多人、教职工 632
人。按照这样的人口密度和学生
购买力，有网友粗略估计了一下，
认为 5 年租金超 900 万基本上在
商家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既然如此，一个通过公开招
租竞拍的小卖部，为何会引发质
疑？

事情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早在 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

出台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中，便明确要求“中
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
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
所”，之后又屡屡强调“中小学校
原则上不内设小卖部”。三令五
申之下，怀集中学何以还有小卖
部，理应有个说法。

退一步讲，即便怀集中学的
小卖部是依法取得许可的，如此
高的租金同样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校园小卖部的设
立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学生，方
便学生购买生活用品等。但问题
是，现在的中小学校出于安全等
考虑，大多实行封闭和半封闭式
管理，校园小卖部便成了独家经
营，垄断之下自然容易滋生种种
问题。很多过来人或多或少感受
过校园小卖部的招数：服务态度
差，价格特别贵……正是基于这
样的“经验”，一听到“天价小卖
部”的消息，就不由得令人担忧学
生会不会“挨宰”。

值得一提的是，校园小卖部
拍出“天价”并非个例。几年前，

“湖南一中学小卖部3年承包权拍
卖出 320万元”的消息，曾引发持
续关注。这间校内小卖部面积仅
约100平方米，年均每平方米一年
承包价超过1万元。有网友惊呼：

“这个价格就是放到北上广深的
商业街也是比较高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校
园小卖部经营权“价高者得”，经
营者会不会把高成本转嫁到学生
头上？这正是公众最担心的，亟
待释疑。

在商言商，只要小卖部卖的
商品价格合理，不强买强卖，适当
盈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是
走薄利多销的路子，而是利用得
天独厚的“优势”动歪脑筋，或者
还有其它“猫腻”，那就必须严加
防范。

防范校园小卖部薅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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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子才 3元多，外卖装包
子的塑料袋打包费就要 1.8元。”“付
了 5个包装袋的费用，却只给一个包
装袋。”……近日，针对广受诟病的外
卖打包费过高问题，江苏省消保委发
文建议，外卖平台针对打包费要完善
机制，明确打包费定价标准。而早在
今年 6月，上海市消保委也曾呼吁，
尽快制定外卖包装费的收取规则，把
外卖包装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点外卖方便又快捷，如今越来越
多的线下实体餐饮店也都推出了线
上外送业务，不仅缓解了线下等位就
餐的压力，线上平台和商家提供的优
惠福利也给消费者带来了红利，可谓
是皆大欢喜。然而，消费者关于包装
费的投诉打破了这种“和谐”：包装费
究竟如何计算的，为什么没有一个收

费标准？明明一个打包盒就能放下
为什么要分开打包？为什么不能自
主选择打包方式？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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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的权利。也就是说，外卖商家在收取
打包费时，如果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
打包费的收取情况，没有询问消费者
选择何种打包方式以及打包盒的规
格，其行为可能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可能上一次当，却不可能
次次上当。有些外卖商家，一边为消
费者提供满减服务，一边又在打包费
上做手脚，随意收取费用，不仅侵犯
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而且耍一时聪

明最终毁的是自家的信誉和口碑，失
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因此对外卖商
家而言，应将诚信经营、依法经营放
在第一位。从合法经营角度，外卖商
家应在外卖详情页的显著位置标注
打包费的收取标准，包括哪些需要包
装，哪些不需要包装以及不同规格的
打包盒其容量的大小等。

想要杜绝“包装刺客”，仅靠商家
一方的力量显得有些单薄，还需要有
关执法部门和外卖平台的共同努
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对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乱收打包费等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及时依法查处，这
样的规定应当及时落实到外卖领域，

避免该类问题不断蔓延产生不良后
果。物价等行政机关应不断完善外
卖打包费的定价机制，适当时出台
外卖打包费的收取标准、范围等，或
发布有关指引，帮助外卖商家规范
外卖打包费的收取。外卖平台可将
打包费收取情况作为审核入驻外卖
商家的一项硬性指标，并把消费者
关于外卖商家打包费的投诉作为衡
量商家上星评优的标准，从源头杜
绝外卖商家随意收取打包费情况的
发生。

在网络经济的大背景下，让消费
者买得顺心、用得安心尤为重要，因
此，不能让外卖打包费成为一笔算不
明白的“糊涂账”。

刘钊颖

别让外卖打包费成为一笔“糊涂账”

最近，黑龙江五常水稻遭受洪涝
灾害影响面临减产风险，叠加全球大
米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大米进口大幅
下降等问题，搅得人心惶惶。国内大
米会不会涨价，大米够不够吃，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可以说，我国大米
连年丰收，库存充裕，稻谷自给率超
过 100%。国内大米供应充足，完全
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大米市场保持平
稳运行有坚实基础。

今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周期性
再现，我国多地水稻主产区遭遇高温
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水稻生
产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特别是黑龙江
五常市水稻大面积受灾。根据初步
统计，今年五常市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250万亩，其中受灾面积超过 100万
亩。五常市水稻播种面积占黑龙江
省的十分之一、哈尔滨市的四分之
一，水稻产量常年在 100万吨以上。
五常大米是全国知名的高端大米品
牌，减产有可能导致供应紧张、价格

上涨。不过，从全国看，我国高端大
米种类繁多，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对高
端大米的需求。五常水稻播种面积
和产量在全国占比极少，减产不会影
响全国大米供需基本面。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之一，确
保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战
略目标。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水稻播种面积常年保持在 3亿
亩以上。其中，南方水稻播种面积占
全国94%左右，水稻产量常年保持在
2亿吨以上，并且多年产大于需，库存
充裕，调控有力，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
求，水稻价格一直保持平稳运行。

从进口看，我国大米实现高度自
给，对外依赖程度不高，全球大米市
场波动对国内市场影响有限，但对进
口量影响较大。进口大米价格低于
国内大米价格，成为近年来我国大米
进口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去年，我
国大米进口量达 619万吨，同比增长
24.8%，首次突破进口配额。今年受

印度大米出口禁令、极端天气等各种
因素叠加影响，全球大米价格飙升，再
加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进
口大米失去价格优势，我国大米进口
量大幅下降。根据海关数据，今年1月
份至7月份，我国累计进口大米189万
吨，同比下降53.3%。其中，7月份大米
进口量为10万吨，同比下降79.8%。

进口大米主要用于品种调剂和
饲料需求，特别是碎米主要用于饲料
原料和工业原料。我国饲料粮供求
形势偏紧，大米进口量减少，有可能
会影响饲料粮供应安全。我国通过
推动进口来源地和品种多元化，确保
饲料粮进口的稳定性。从来源地看，
自去年 10月份开始，我国逐步减少
印度大米进口，今年来源地主要为越
南、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家。其中，1
月份至 7月份，印度进口大米占比为
11.9%，低于越南、缅甸和泰国，退居
第 4位。从进口品种看，小麦、大麦
可以替代进口碎米做饲料原料，减少

大米进口，增加小麦和大麦进口。从
海关数据看，1月份至7月份，小麦进
口 861.5万吨，同比增加 52.4%；大麦
进口 581.7万吨，同比增加 53%。小
麦和大麦进口量大幅增加，能够有效
对冲大米进口量下降对饲料市场造
成的影响。

面对多国大米出口禁令给全球
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我国要更加重
视国内粮食生产，以国内供给的稳定
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
夏粮再获丰收，早稻增产 0.8%，给全
年粮食丰收奠定基础。秋粮生产虽
然遭遇极端天气侵袭，局部地区水稻
受灾严重，但中晚稻整体形势良好。
中央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受
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恢复相关工
作。各地要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最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刘慧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SpeakSpeak

中国大米以稳定供给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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