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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进博会日前开幕，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参展企业最多、来源
最广，不仅有国际四大粮商参展，国
内企业也加大采购力度。其中，中
粮集团将世界各地的优质农产品装
进“购物车”，签约金额超百亿美元，
无论是签约额、进口量还是进口来
源地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同
时，贝宁的菠萝、坦桑尼亚的辣椒、
肯尼亚的海鲜等也通过进博会首次
向中国市场展示，满足了人们的味
蕾。进博会成为观察农产品进口态
势的窗口。

农产品进口，既是主动选择，也
是现实需要。近年来，国内农业产能
稳步提高，进口农产品也在不断增
长。原因在于，我国人多地少水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食物消费水平持
续提高，尽管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总量充足，但要做到所有农产品都自
给自保，地不够，水不够，生态环境也
承载不了。适度进口，既可以调剂品
种，丰富农产品结构，也可以贸易互
惠，在部分产品上扬长避短，还可以
替代资源，让宝贵耕地发挥更大效

益。
我国食物供给的软肋主要在口

粮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稻谷、小麦两
大口粮在正常年景下供过于求，库存
充裕；油料、糖料、饲料则供不应求，
要靠进口弥补。从国内产量看，食用
植物油的供求缺口约为三分之二，食
糖的供求缺口约为三分之一。我国
每年不仅要进口 2000多万吨玉米、
200多万吨干牧草，还要进口大量大
豆榨油后用作饲料，以及进口相当数
量的肉类、奶类等产品。今天，我国
人均摄入的热量、蛋白质、油脂三大
指标均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面高
于日本，逼近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农产品贸易功不可没。

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我国对来自全球的优质安全农产品
一直秉持开放和欢迎态度。从进口
额看，排名前列的农产品有大豆、奶
粉、牛肉、葡萄酒、棕榈油等。进博会
上，多家国内企业开启“扫货”模式。
事实上，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和品
质化，进口的泰国榴莲、智利红酒、地
中海橄榄油等，不仅丰富了本国居民

生活，也为世界农产品市场作出贡
献。

农产品进口增长已经是不争的
事实，未来可能还会持续。不过，进
口也要守住安全线。利用好“两个市
场”就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
以后就要亮红灯。这条安全线就是，
必须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资源保重
点。不论农产品进口形势如何，都不
能须臾放松国内生产，要调整优化结
构，向农村改革和科技创新要产量和
效益。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有必要
把握农产品进口新趋势。

当前，国际粮食和农业供应链风
险日益多元，不仅受到主产国自然灾
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资本炒作
引发的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地缘政
治和冲突对农产品贸易的冲击，这些
因素交织，使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加
大。近 3年多来，全球已经出现两轮
明显的部分主产国限制农产品出口
现象。对于“买不到、买不够、买得
贵”的风险，如果没有准备，就会受制
于人。这就要求我国提升农业的全
球话语权，掌握农产品进口主动权。

为确保进口稳定性，国家正加速
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2021 年和
2022年，我国进口玉米来自美国的占
比分别为 70%和 72%，来自乌克兰的
占比分别为29%和26%。2023年，进
口玉米来源国不仅有美国、乌克兰，
还有巴西和南非。今年 5月，从南非
进口的首船饲料玉米抵达，在稳定玉
米全球供应链上迈出重要一步。下
一步要重点关注与现有粮源地有较
大季节互补性和增产潜力的国家及
地区，确保供应安全。

掌握农产品进口主动权，还要升
级农业国际供应链掌控能力。近年
来，国际大粮商持续多元化布局，向
产业链下游延伸。这启示我们，要培
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粮商，提高对
粮食来源和物流节点的掌控力。改
变主要向国际大粮商“一手交钱、一
手交货”的贸易方式，通过在进口来
源国建立粮油收储设施，以及向当地
农场主提供经济技术服务等方式，建
立自主采购新机制，确保价格可控。

乔金亮

从进博会看农产品进口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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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名大学生在餐厅吃饭时，发现餐具需要
额外支付1元费用，于是将4套餐具全部打包带走。当事人小张
表示，结账时曾询问店员是否可以带走餐具，店员回答可以。

餐具收费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说这是大学生开始“整
顿”收费餐具了。此话虽有戏谑之意，却反映出消费者对整治餐
具收费的普遍诉求。餐具消毒费、餐具使用费，本就应该在商家
的经营成本之中，一些长期存在且被默认收取的不合理费用，不
能只当笑话看。良好的市场环境连通着庞大的消费市场，再小的
侵权行为也应当引起市场管理部门重视。 （周磊）

餐 具 不 应 乱 收 费餐 具 不 应 乱 收 费

化解食安隐患重在常抓不懈严字当先

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全时域
的艰巨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时
宽，隐患风险纷繁复杂，市场监管
部门必须把握各时机各环节规律
特点，把好安全关，唱好“四季
歌”。

春季，防范聚餐食品安全事
故。春季是城镇和农村集中举办
各类聚餐、家宴、婚宴、酒席等集
体餐饮活动的季节，用餐人员数
量广，聚集性食品安全风险也随
之提高。除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
识外，应重点抓好集体聚餐登记
备案、菜单食谱审核、食品留样制
度落实、高危食材管控等监管。

夏季，防范食源性食物中毒
事件。夏季是一年之中最易产生
食源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季节。由
于气温炎热更容易导致食材腐败
变质，各类致病性细菌病毒在夏
季环境下更容易滋生繁殖，稍有
管理不慎或疏忽麻痹，极易引发
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这个阶
段，需要在食用农产品加工运输、
食品生产经营、食品监督抽检、食
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等各环节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
序，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秋季，防范食用菌类食品中

毒事件。这主要包括蘑菇、木耳
和银耳这三类，尤其要杜绝猎奇
心理，不乱采摘食用不明野生蘑
菇。要特别注意正确加工食用木
耳和银耳，因为一旦操作不当，其
极易存在椰酵假单胞菌污染及产
生毒素的风险。尤其是一次不宜
泡发过多的量，泡发好后要及时
食用，尽量减少过夜后再食用，以
防储存不当带来的食品安全风
险。

冬季，防范诺如病毒引发群
体感染事件。诺如病毒可通过
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
传播，感染发病的主要表现为腹
泻和呕吐，每年秋冬后是其爆发
流行的高发期。诺如病毒主要
预防措施是：注意个人卫生，勤
用肥皂和清水认真洗手；水果和
蔬菜食用前应认真清洗，海产品
应深度加工后食用；水要烧开后
饮用；加强食物加工场所和餐饮
器具的清洁消毒、从业人员的健
康管理。

总之，唱好“四季歌”，关键还
是在于各级各类部门和人员忠实
履职尽责，落实规章制度，严格日
常监管，不论春夏秋冬，始终如一
地把住食品安全监管关，才能真
正确保食品安全防患于未然。

□肖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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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男主播一顿要吃1000份海
胆、100份鱼子酱、100份小龙虾，
还有各种肉类、水果、饮料；身材
单薄的女主播半夜吃比脸盆还大
的一碗肥肠拌面、一大碗同样分
量的无骨鸡爪，外加一大碗水果
冰粉……最近，被明令禁止的“大
胃王”吃播再次出现在多个短视
频平台，且粉丝众多。

2021年 12月份，国家发改委
等四部门曾发布《反食品浪费工
作方案》，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
播宣扬“大胃王”等浪费食品的节
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禁令之下，
许多“大胃王”主动转型、淡出江
湖。可这才不到两年，新一拨“大
胃王”又回来了。

人虽然变了，但换汤不换药：
从呈现方式看，视频依然是刻意
拍摄堆砌得如同小山一样的食
物，喜欢给主播张大嘴咀嚼的特
写镜头，但往往一到吞咽等关键
环节，镜头就切走了；从拍摄内容
看，除了吃吃吃，主播们还不忘带
货，或者植入广告变现。

在直播带货的赛道里，食品
一直是热门品类。曾有第三方机
构盘点过抖音、快手的直播热销
商品，食品饮料类均位列第一。
而“大胃王”人设恰好适合销售该
品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
下，主播们禁不起诱惑铤而走
险。让“大胃王”们大口吞咽食物
的动力，不是对美食的热爱，流量
变现才是“大胃王”吃播死灰复燃
的根本原因。

“大胃王”吃播屡禁不止，有
客观原因。看主播们在镜头前狼
吞虎咽，观众身体会释放出多巴
胺等神经递质，使人感到愉悦和
放松。“大胃王”往往会挑选新奇、
昂贵的食物，满足人们的猎奇心
理以吸引流量。

刻在DNA里的过瘾让“大胃
王”相关视频、比赛在全球范围内
都很受欢迎。然而，中国文化一
直就抵制暴殄天物，铺张浪费与

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背道而驰。
中国人从小背诵“粒粒皆辛苦”，
现在生活改善了，爱惜粮食的传
统不该丢也不能丢。当我们惊叹
于“大胃王”的食量、陶醉于多巴
胺带来的愉悦时，不应忽视这一
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

违背健康标准的暴饮暴食，
虽说博取了大众眼球，主播自身
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为了流
量，吃下远超过身体需要的食物，
就算遵守了光盘行动，依然是一
种浪费。过度宣扬量大多吃等浪
费食品的行为，还容易误导观众，
使人们忽视食物浪费问题。

更重要的是，以直播带货为
主要变现渠道的“大胃王”，出现
虚假宣传、以次充好、货不对版等
问题。今年5月份，在抖音有1800
多万粉丝的“小贝饿了”因在直播
带货中虚假宣传，被西安市市场
监管局罚款46万元。

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
助推下，“大胃王”起到了很不好
的示范作用。现在，一些线下门
店也开始设置“大胃王”挑战赛，
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例如，北京
某连锁包子店就开出了 1万元奖
金，诱导食客挑战1个小时内吃下
50个大包子。没有人真的需要一
顿吃50个大包子，这股风得刹住。

吃播赛道是客观存在，它不
仅有深厚的生理、心理基础，还是
地域文化、美食文化的传播者。
平台上，有人主打快手家常菜，有
人专攻便利店，还有人走“社牛”
路线，邀请陌生人共同进餐……
风格健康向上，观看量也不输“大
胃王”。作为吃播活动的主要舞
台，网络平台有义务引导主播积
极推广健康的饮食文化，从而减
少对“大胃王”吃播的关注，同时
制定相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罚
措施，制止主播宣扬浪费食物和
暴饮暴食。落实反食品浪费法，
需要赶紧把浪费食物的“大胃王”
请出直播间。

请“大胃王”离开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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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个性化汤面，顾客可根据个
人喜好“定制”浇头和面汤的分量；运
用APP收集顾客对菜品的反馈，优化
调整菜品菜量；高校食堂推出“按需定
制”就餐模式，提供“小份菜、半份饭”，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
不少餐饮服务单位创新方式、优化供
给，用实际行动对餐饮浪费说“不”。

前不久发布的《2023中国餐饮业
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餐饮行
业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取得显著成
效。从举措看，餐饮企业聚焦生产与
服务两大环节，持续实施反浪费举
措，在“强化食材采购、储存、使用管
理，减少浪费和积压”“有效利用食材
边角料，提高出成率”“堂食菜单中提
供部分小份菜、小份主食选项”“餐厅
醒目位置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宣传”等
方面表现突出。从数据看，参与调研

企业的餐厨垃圾量平均减少 11.2%，
垃圾处理费平均减少6.7%，打包餐盒
使用量平均增加11.7%。相关成果来
之不易，折射出餐饮行业反餐饮浪费
的决心和态度。

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
制、用之不节则乏。珍惜粮食、厉行节
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新时代以来，从反食品浪费法颁
布施行、各地相关政策文件纷纷出台，
到制止餐饮浪费国家标准体系基本建
立，再到“光盘行动”、制止餐饮浪费专
项行动等持续开展，餐饮浪费现象逐
步改观，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
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也应看到，一
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常抓

不懈，持续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
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才能助力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做到“常”，建立反餐饮浪费长效
机制。一方面，应加强全周期管理。
比如，浙江省温州市创建“全链条”制
止餐饮浪费示范企业：采购时以餐食
订单预测为依据，避免食材供应过
量；制作环节加强后厨培训管理，对
余料食材进行再开发；在服务环节设
立餐厅点菜引导员，引导顾客适量点
餐。另一方面，应注重全方位落实。
比如，针对餐饮外卖、婚宴、自助餐、
单位食堂等场景特点，明确行业标准
与规范，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执法检
查。落细落实各方面举措，织密制度
之网，就能营造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的良好社会氛围。
紧盯“新”，与时俱进查缺补漏。

随着时代发展，餐饮业态、消费场景
等也在变化，一些餐饮浪费新现象相
伴而生。比如，有的外卖平台提供大
额满减等活动，容易诱导消费者为了
凑单多选多买；有的主播为了博眼
球，在短视频平台上暴饮暴食。面对
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下
足绣花功夫，提高监管的精细度。主
动作为，及时创新方式方法，方能有
效遏制新出现的各类餐饮浪费现象。

制止餐饮浪费需要久久为功，离
不开全社会共同努力。让我们携手
行动，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不弃
微末、日积月累，践行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涵养简约文明的饮食文化。

崔妍

反餐饮浪费要做到“常”紧盯“新”

通过网络订餐，如今已成为不少人
的消费习惯。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
线上点餐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外卖食
品浪费现象也引发关注。为了享受商
家的“满减优惠”，多加吃不了的食品；
菜量标识不够明确，缺乏必要提醒，收
到外卖才发现点多了……种种原因导
致部分消费者超量点餐，使得网络订餐
成为餐饮浪费的一个高发区。

防范外卖食品浪费，是制止餐饮
浪费的重要环节，也是网络餐饮平台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食
品浪费法明确规定：“餐饮外卖平台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
餐。”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联合印发
的《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
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优

化餐品供给结构、强化全流程消费提
醒、优化平台规则协议等方面提出10
项举措。这对于充分发挥平台企业
在引导适度点餐、推动“光盘行动”方
面的带动作用，推动建立防范外卖食
品浪费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餐饮平台入驻商户较多，市
场竞争较为激烈，量大价廉是常用促
销手段，商户推行小份菜、小份饭、小
份饮料时往往会有所顾虑。对此，指
导意见提出，“优化平台协议规则”

“建立健全商户激励机制”。一方面，
平台应当科学设置起送价格、满减促
销规则，避免不合理促销导致浪费。
另一方面，对积极推广小份餐品的商
户，可通过首页显著位置展示等方式
加以激励。加强对商户的正向引导，
推动商户精细管理，有利于倡导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观念。

与线下消费有所不同，在网上点
外卖，消费者对食物的成分、分量等缺
乏直观感受，对原料、口味、制作工艺
等也不一定了解。如果餐品信息过
少，难以估计菜量，消费者往往会倾向
于多点餐。对此，网络餐饮平台应当
完善相关信息服务，进一步优化外卖
餐品展示，引导商户如实准确填写餐
品主要原料、口味等各项内容，多提供
食品成分规格、建议消费人数等信
息。完善餐品信息，强化消费提醒，有
助于避免出现超量点餐的情况。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吃得适
量、吃得健康。在网络餐饮平台上，

“半份菜”“单人套餐”“减肥餐”等关
键词搜索频次比较高。许多商户也
在努力把握这些消费新趋势。比如，
有的餐饮企业专门开发了一人食套
餐，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定制套

餐内容。有的推出小份菜、半份菜，
甚至煎饺、烤鸭包、桂花拉糕等都可
以按只出售。有效提升网络订餐供
需适配性，进一步优化餐品供给结
构，丰富餐品样式种类，积极使用小
份餐盒、可降解餐盒，能够更好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也可以
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
浪费的良好用餐习惯。

反对餐饮浪费，离不开各方共同
努力。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
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消费者参与
为一体的制止餐饮浪费共治格局，在
平台、商户与消费者之间形成防范食
品浪费的有效互动，在促进粮食节约
的同时，也将有利于网络餐饮行业实
现健康发展。

吕晓勋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SpeakSpeak

治理外卖食品浪费需要打出“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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