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街市档口的“美颜灯”下，冻肉也能变鲜
肉。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12月起
卖肉菜加生鲜灯最高罚 3万元，并着手制定地方
标准，为肉菜摘掉“美颜滤镜”，让消费者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文/赵萱 供图/视觉中国）

给 肉 菜 关 掉“ 滤 镜 ”

话题

据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的消息，森
林食物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我国第
三大农产品。数据显示，全国森林食物
年产量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
约130公斤，居世界前列。激发森林食
物的供给潜力，既是林业发展的新增长
点，也是食物安全的重要屏障。

森林食物指森林或者林地生产
的食物，分为经济林、林下经济产品、
间接性食品三大类。近年来，通过重
点林业生态工程和经济林生产基地
建设，我国森林食物生产能力不断提
高。目前，经济林面积约7亿亩，产量
约 2亿吨、产值约 2.2万亿元，是森林
食物生产的主力军；林下经济利用林
地面积达 6 亿亩，产值突破 1 万亿
元。可能很多人没意识到，森林食物
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有林粮、林菌、林
药、林菜、林果、林下养殖等。以林果
来说，不仅有苹果、柑橘等大宗水果，
还有蓝莓、沙棘等特色水果以及红松

子、榛子等特色坚果。
从大食物观来看，森林就是“粮

库”。全国 34亿多亩森林、8000多种
木本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源。
如今，人们的膳食结构呈现“主食越
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的趋
势。从以前有所忽视的领域着手，用
科学生态的办法开发丰富多样的食
物，正是大食物观的内涵。森林食物
大多原生态、无污染，蕴含优质的营
养成分，且有食药同源价值。单位面
积森林的生物总产量干重远远超过
农田植物群落，森林食物增产扩产潜
力也大于三大主粮。可见，发展经济
林和林下经济，向森林要食物，是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部分。

对比巨大的资源开发潜力，现实
中森林食物产业发展还不尽如人
意。虽然森林面积为耕地面积的 1.8
倍，但林业总产值远不及农业总产
值，农业与林业生产结构不够合理，

大多数森林的生产功能有待进一步开
发。多数地区森林食物产业小而散，
处在“小种植、小养殖、小采集”阶段，
有的缺少龙头拉动、经营方式单一，有
的管理落后、缺乏市场意识。由于品
种不良、管理粗放、投入不足等原因，
森林食物单产低的问题普遍存在。

向森林要食物，要统筹保护和利
用。大食物观本质上是一种大资源
观，不是说要片面依赖单一资源，更
不是说要竭泽而渔。广袤国土要宜
农则农、宜林则林，林地和耕地的流
入流出应合法合规、科学有序。森林
兼具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功能，天
然林保护、生态林建设、经济林生产
要协调。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决
不能为了短期发展而无节制地占用
林地、破坏森林生态，防止对森林资
源的掠夺式经营。充分考虑市场需
求与产业规模，因地制宜确定重点产
业和发展目标，根据气候地理特点选

择适宜品种。鼓励社会资本有序进
入森林食物产业，推动森林食物规模
化发展。

向森林要食物，要走创新之路。
放眼国际，不少国家已经对森林食物
开展了系统开发。以林果为例，土耳
其把一粒榛子吃干榨尽，形成了包括
品种选育、全果利用、成分提取在内
的全链条模式；芬兰通过非热杀菌技
术、营养成分功效解析等食品科技带
动形成了浆果经济。我国森林食物
的产学研结合尚存短板，突出表现在
育种和加工两方面。育种方面，应聚
焦战略物种，拓展技术路径，选育优
良品种，从而提高单产水平和商品表
现。加工方面，要瞄准市场需求，鼓
励经营主体延长产业链，开展精深加
工和副产品开发，推动以森林食物为
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

乔金亮

向森林要食物应讲科学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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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CEO为城乡协调发展赋能

近日，广州开展面向“三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
胞）的第二期乡村 CEO 培训，该
课堂希望培育一批情系桑梓、造
福乡里且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三胞”乡村 CEO，让他们在广州
“筑梦乡野”。45 名“三胞”乡村
CEO 学员走进了广州的多个乡
村。（11月 6日《广州日报》）

乡村 CEO，顾名思义，就是
农村职业经理人。他们活跃在
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以先进的
理念和科学技术，经营各种生产
要素和资源。换句话说，乡村
CEO就是那些“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专门人才。乡村振
兴，关键在人。举办乡村 CEO
学堂，培育打造一支爱乡村、懂
治理、善经营且具有示范带动作
用的人才队伍，是发展之需，也
是破题之举。

今 年 以 来 ，广 州 全 力 推 动
“百千万工程”各方面工作高标
准起步，加速推进强区促镇带
村。而开办乡村 CEO 学堂正是
其 中 缩 影 。 通 过 乡 村 CEO 学
堂，汇集与产业需求相匹配、与
乡村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
发挥乡村 CEO 带头作用，进一
步强化区、镇、村之间的联结，
实现协调发展，为广州在高水平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走在
前列、当好示范提供人才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港澳台侨胞
当 乡 村 CEO，能 为 广 州 带 来 什
么？二字以蔽之，赋能。

赋资源之能。乡村 CEO 本
身自带各种资源，能有效为乡村
集聚人才、市场、投资等稀缺资
源。“三胞”汇聚广州，最直接的
效果就是为乡村振兴提供资源

支撑，最鲜明的优势就是可以发
挥港澳台侨的身位优势。比如，
在增城区，派潭镇乡贤与本土企
业合作协力，支持村民办好“村
晚”，带动当地旅游收入 1.2 亿
元，同比增长 10%。在白云区，
奔走于穗港两地的慈幼（广州）
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文建立广州团队，免费给当
地的一些学生提供残障康复相
关领域的知识科普。在乡村振
兴的画卷中，这些对接城市、深
入乡村的乡村 CEO，纷纷化身丹
青妙手，为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时
代画卷泼墨添彩。

赋 流 量 之 能 。 培 养 乡 村
CEO，并非是要将广袤乡村打造
成一个纯经营场所，而是要吸引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力量，入驻农
村、了解农民、发展农业。增城
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梦工场主
任陈润富，是一名来自中国香港
的创业青年，课堂期间，他每天
都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乡村见
闻”，发掘当地的产业价值，帮
助 更 广 大 的 港 澳 青 年 来 穗 创
业。此外，不少专家学者也闻讯
而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
长孙一民教授技术团队已与 7
个涉农区开展技术帮扶工作对
接。不难发现，乡村 CEO 正如
一道窗口，透过这扇窗，可以吸
引关注、汇聚流量，为乡村振兴
点燃新引擎，为城乡融合激发新
能量。

城市的核心是人。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广州这座老城市
亟须找到发展新活力。不妨将
乡村 CEO 学堂视为一个切口，
让人才聚起来、动起来，合力开
创广州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庹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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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园午餐关乎孩子的身
心健康，紧紧牵动着社会的神
经。

前不久，“预制菜进校园”
“ 校 园 食 堂 惊 现 鼠 头 鸭 脖 ”等
话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
不少家长对校园食品安全和质
量的担忧。顾虑重重下，有的
学校门口挤满了送餐的家长，
甚 至 还 有 家 长 辞 职 为 孩 子 送
饭。

家 长 的 普 遍 担 忧 ，来 自 个
别学校对校园餐的安全防线失
守，也来自人们对校园配餐环
节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事实
上，“中央厨房”配餐并不等于
预制菜进校园，它就像是正常
的餐厅或者食堂增加了一个配
送 环 节 而 已 。 这 并 非 新 生 事
物，却在网络上被不少人将其
与预制菜混为一谈。

人 们 对 校 园 午 餐 的 焦 虑 ，
折 射 出 一 种 更 具 普 遍 性 的 关
切：家长、社会该如何更好地参
与到校园午餐的监管中去？换
句话说，只要供餐环节公开透
明，便于家长和学生进行有效
监督，供餐形式不是关键，关键
是校园餐的质量、安全能够得

到保证。
在 学 校 食 堂 吃 什 么 、怎 么

吃，需要多听听学生和家长的
意 见 。 教 育 部 等 部 门 下 发 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明确指出，学校在食品
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
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
项上，应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
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
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障师生
家 长 的 知 情 权 、参 与 权 、选 择
权、监督权。

校 园 配 餐 ，不 仅 要 有 行 政
力量主导，更要有社会力量监
督。笔者在探访过程中，了解
到 一 些 学 校 探 索 出 的 创 新 举
措，得到不少家长认可。比如，
为了消除家长的担忧，郑州一
所学校食堂雇用的员工都是学
生家长，他们负责炒菜、洗菜、
清洁等工作，确保学生所食用
的食品干净和卫生。

因 为 不 了 解 ，所 以 有 误
解。家长有机会应多去配餐的

“中央厨房”和学校食堂实地看
一 看 ，多 提 一 些 宝 贵 意 见 ，让

“家校共管”落到实处，校园午
餐才能更安全、美味。

“家校共管”让校园午餐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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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将在昌平、
朝阳、顺义、西城等市辖区选取部分
外卖集中的区域作为试点，在垃圾
分类投放点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回
收桶，开展规模化外卖塑料餐盒回
收。

笔者认为，集中回收外卖餐盒，
是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延伸，是垃圾
分类具体化的体现。也是治理塑料
污染的一次有益探索。建立“回收站
点——社区中转站——再生资源分
拣中心”的餐盒全链条回收体系，逐

步提高重点场所塑料废弃物的回收
质量和比例，大力推进塑料餐盒回收
及循环再生利用工作，将有助于从源
头上促进生活垃圾减量。

近年来，外卖餐饮行业发展迅
速，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因外卖快捷
方便，成为不少上班族解决吃饭问题
的首选，一些人甚至一日三餐都通过
外卖解决。但是，外卖在为人们带来
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塑料餐盒
污染问题。据《外卖业包装塑料环境
影响及回收循环研究报告（2021）》显

示，2020年我国废弃的外卖包装塑料
已达57.43万吨。北京市试点规模化
回收外卖塑料餐盒，将为缓解这一局
面产生积极影响。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小小的
塑料餐盒也可以变废为宝。据统计，
外卖餐盒中塑料餐盒占60%到80%，
其中超过90%为聚丙烯材质，再生价
值较高，回收加工成颗粒之后，可广
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器及家居用品
等行业。据媒体报道，2020年，外卖
行业共产生了超过 170亿份外卖订

单，平均每个订单包含 3.44个餐盒，
其中近70%是塑料餐盒，这意味着有
约 370亿个塑料餐盒是可以回收利
用的。外卖餐盒虽小，但累积起来就
是个大数目。

外卖餐盒回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关注和支持。笔者认为，在倡导和鼓
励外卖行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外
卖行业加强引导，使其更加关注绿色
可持续发展，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力量。

集中回收外卖餐盒是一次有益探索

刘四建 张又亮

大众文化，究其本质不过是某种
社会生活方式的结晶。每个时代的
人们都在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
方式，也在塑造有着这一时代特征的
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形式多样，每
一种流行的餐饮消费模式，都是在孵
化新的大众餐饮文化。

餐饮文化，从菜品种类的研发，
到餐饮场所的设计，都创造过流行的
餐饮消费模式。每一种成功的餐饮
消费模式，无不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
的产物。当代都市生活的餐饮需求
有哪些，也许年轻群体最有发言权。

据报道，近来不少年轻人迷上了
酒店自助，甚至是一日三餐都选择在
酒店解决，“把酒店当食堂，不用在吃
饭的问题上‘内耗’了。”酒店自助餐，
为啥会被年轻人盯上？是“薅羊毛”
还是办卡“冤大头”呢？

将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当作家常
便饭，传统的一日三餐模式受到挑
战。按照中国传统的餐饮方式，一日
三餐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单位食堂，
如果把这样的餐饮模式锁定到饭店，
并且是星级酒店，传统的餐饮思维限
制了公众的日常用餐的想象力。

一旦某个方面的想象力被打破，
面对截然不同的餐饮消费方式，网络
版的“街谈巷议”也就来了——

星级酒店自助餐年卡将餐饮日
常化，不少网友对这样的消费模式表
示出本能的担忧：“外面餐厅的饭菜
都是高油高糖高盐，长期这样吃很容
易自己高血脂高血糖。”“自助餐选择
多，你可以涮点牛羊肉，吃点海鲜，最
后吃点蔬菜水果，够清淡了，这不比
炒炒爆爆健康多了？”“你也可以吃素
菜啊，又不是没有青菜。”

星级酒店自助餐年卡将餐饮日
常化，也有不少网友对这样的消费模
式表示理解和支持。“自助偶尔吃一
次才想着吃回本，这种摊下来本来就
比较划算的，就按照正常随便吃点。”

“人家当成一日三餐，有必要胡吃海
塞吗？”

星级酒店自助餐年卡将餐饮日
常化，还有一些网友对这样的自助餐
年卡营销表示质疑。“可以附近买
房。”“骗人的，买不到的，不要想了。”

“这年卡限量 10张，一看就是用来配
合网红搞噱头的。”

在“双十一”前夕，星级酒店推出
自助餐年卡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这
样的年卡受到有消费实力的年轻人
的青睐，表明酒店的这种营销方式迎
合了部分年轻人的消费欲望。自助
餐年卡制度一旦满足了市场需求，就
可以成为酒店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传统的观念中，住宿是酒店的
正统业务，餐饮是“绿叶”，是配角。
近年来，有些酒店觉得提供餐饮不划
算，索性取消餐饮服务。把餐饮服务
当作“阑尾”割掉，看似快刀斩乱麻，
其实也在给住客增加麻烦。长期来
看，这样的做法未必真的明智。

星级酒店的餐饮业无法直接“卸
载”，要维持运营就只能打破传统的思
维方式，创造新的营销模式，让看似

“阑尾”的酒店餐饮服务有更多的发展
空间。向社会开放，将社会上的特定
群体作为新营销模式的开发对象，当
是自助餐年卡发明者锁定的目标。

都市的年轻群体，从小就被刻下
外出“下馆子”的餐饮文化基因，小时
候是父母带着出来吃饭，工作了是作
息时间所迫经常在外面临时用餐。
对于单身族来说，他们的一日三餐早
已成了一个隐形的社会问题，只是这
样的消费需求过于不显眼，并未引起
真正的重视，但他们对稳定的一日三
餐的渴望并未消失。谁能发现这样
的问题，并尝试着解决这样的普遍性
需求，谁也就引领了年轻群体餐饮消
费模式。

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因
为多是“限量版”，看似搭的是“双十
一”的便车，反而被质疑是在制造噱

头。对于酒店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
市场的试探性行为呢？只要年轻群
体对年卡充满好奇和购买的欲望，相
信酒店就不至于置市场需求于不顾，
宁肯背上一顶“哗众取宠”的“舆论大
帽子”。

新闻中说，“双十一”后自助餐年
卡销售取消优惠价，这貌似堵住了年
轻人的消费欲望。对于这样的担忧，
大可不必过度。酒店业要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只要自助餐年卡提供了
创造的灵感，相信会有更多的酒店跟
着推出类似的服务。

一日三餐的年卡持有者，不可能
每天三次穿越一座城市用次餐，相
反，只能在单位或者住所附近的酒店
选择购卡。这样，所有的星级酒店和
规模尚可的酒店，都可以从自助餐年
卡中发现商机，把拓展自助餐业务作
为酒店品牌宣传的突破口，作为营收
的重点。

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在刚问世时，
难免会遭到舆论的热议。自助餐年
卡受到舆论的猜疑也就不难理解
了。只要年轻群体有需求且正常消
费，酒店就不至于因为一时的舆论热
议而“废食”。

刘海明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SpeakSpeak

自助餐年卡：别因舆论热议而“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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