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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秋粮收购正加速推进，玉
米收储备受关注。中储粮在东北等
玉米主产区增加 2023年产国产玉米
收储规模，为秋粮收购市场注入强心
剂，对市场起到一定支撑作用，但中
储粮玉米收购价格与当地市场价格
相差无几，对玉米市场的影响究竟如
何，还有待观察。

中储粮增加国产玉米收储规模，
能够助力兜住“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粮食价格一头
连着农民，一头连着消费者，粮价过
低会损害农民利益，粮价过高会损害
消费者利益，二者都要兼顾。近年
来，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粮食价格
调控机制，确保粮价在合理区间运
行。中储粮承担着“丰则贵籴，歉则
贱粜”的调控职能，当粮食丰收、价格
下跌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防止“谷
贱伤农”；当粮食歉收、价格上涨时，
适当降低粮食售价，确保粮食有效供
应，防止“谷贵伤民”。

玉米全身都是宝，可广泛应用于

食品、饲料、工业及能源化工等领域，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我
国是世界玉米第二大主产国和第一
大消费国，玉米消费结构以饲料和工
业消费为主，食用消费占比很小。玉
米价格下跌需从供需关系变化方面
找原因。从供应端看，2023年玉米产
量和进口量“双增”，产量为 28884万
吨，同比增长4.2%；进口量为2713万
吨，同比增长 31.6%。从需求端看，
2023年玉米消费总量约为2.78亿吨，
其中饲料消费1.88亿吨，深加工消费
6800万吨，食用消费 1200万吨，其他
消费 1000万吨。我国经济恢复不及
预期，玉米供应增加，养殖端玉米饲
用消费下降，玉米供大于求，是导致
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

中储粮这次增加新玉米收储规
模，很容易让人想起2007年至2015年
期间，我国在东北地区实行的玉米临
时收储政策。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设计
的初衷，是在市场供应较为充裕、价格
下跌时，通过临时收储的方式收储玉

米，保障玉米价格稳定、农民种粮收益
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但是，随着国
内外经济形势和粮食供需格局变化，
玉米出现阶段性过剩，库存高企、财政
负担加重、收储压力不断增大、用粮企
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突出，玉米的整个
产业链明显扭曲、市场效力大幅下降，
积弊重重，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2016年 3月，国家取消玉米临时收储
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收储
政策，至今已近8年时间。

目前，我国玉米收储完全实现市
场化，收购主体由中储粮“一家独大”
向多元主体“大合唱”转变。2020年
至2022年期间，在疫情、极端天气、地
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下，粮食价格
全面上涨，玉米由于产需缺口大，价
格飙升，甚至一度领跑三大主粮。为
了保障玉米稳定供应，有关部门从玉
米增产和进口增加两头发力，经过几
年努力，玉米供需关系明显改善，但
价格再次进入下行通道。

此次增加玉米收储规模，并非玉

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回归。实际上，
2016年玉米退出国家政策性收购以
后，中储粮虽不再承担国家下达的玉
米临储任务，但维护粮食安全、市场
稳定、服务调控的根本职责没有改
变。当市场出现玉米供求失衡和价
格震荡时，中储粮会在关键时刻发挥
引领市场的支撑作用，预防“丰产不
丰收”的历史重演。

在收储市场化条件下，市场形势
瞬息万变是常态。玉米价格涨跌的
成因复杂，与市场供需、天气变化、地
缘政治冲突等因素有关，指望国家通
过增加新玉米的收储规模彻底改变
市场现状并不现实。应综合施策，精
心组织秋粮收购，尤其要做好玉米收
购。统筹抓好市场化和政策性收购，
鼓励和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统
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把握好玉米进口节奏和规模，谨
防输入性风险。

刘慧

调节收储防范“丰产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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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 33元的面包组合 15.9元就
能买到、4.9元吃到了现酿酸奶和双
皮奶、15.9元的卤肉饭还送卤蛋和素
鸡……近日，“剩菜盲盒”在各个社
交平台上火了，网友们纷纷晒出自
己的“剩菜盲盒”，主打一个捡漏不
捡陋。

“剩菜盲盒”是餐饮商家利用临
期或当日未售完的食品、饮品等，随
机组合后在线上售卖的“盲盒”，售价
一般为原价的 3 折—5 折。与此同
时，也有一些酸奶、甜品店经营者表
示，他们店里其实并没有产品卖不完

的情况，之所以参与“剩菜盲盒”的销
售，主要是为了营销和引流，所以他
们放进“剩菜盲盒”的产品，也都是新
鲜制作的，并不是临期或销售不完的
产品。

这意味着，购买“剩菜盲盒”，
对于消费者确实是一件性价比很
高的消费选择。记者也亲自体验
了一下，仅仅花费了不到 40 块钱，
就买到了三个“剩菜盲盒”，里面更
有荤素搭配的主食，有面包糕点，
还有甜品，性价比确实让人很满
意。

不过对于“剩菜盲盒”，也有网民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自
己可能会买烘焙类盲盒，但不会买简
餐类盲盒，主要是担心不新鲜。这样
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剩菜
盲盒”想走得更长远，还有许多工作
要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全
面严格保障“剩菜盲盒”里面的食品
卫生和安全。

尽管打着“剩菜盲盒”的名义销
售各种食品，但是商家在销售的时
候，仍需要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销售的临期产品应

符合规定，可以安全健康食用。与
此同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商家应该在盲盒外，以醒目
字样标出食品的到期时间，提醒消
费者最佳的食用时间，以免食用后
发生问题。由于很多“剩菜盲盒”都
是各类食品放在一起的组合产品，
而每一种食品的到期时间均有差
别，所以一定要以最先到期的食品
日期为准，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安
全食用。

苑广阔

“剩菜盲盒”流行,食品安全要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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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经销模式下，一款零食
产品从出厂到销售，需要经过代理
商、经销商、零售商等多个环节，过程
中被收取进场费、条码费、货架费等
多项费用。而量贩零食企业依托加
盟体系，通常直接与上游的食品厂商
对接，缩减中间环节，减少收费链条，
由此降低了运营成本。

在量贩零食店，大牌矿泉水、饮
料、薯片等消费者熟知价格的产品，
往往被置于门店醒目位置，以低于市
场的价格招徕顾客。进入店铺后，五

花八门的零食整齐码放，在宽敞明亮
的店铺环境中，消费者可随意挑选，畅
享线下沉浸式购物体验。与此同时，
品牌化、连锁化的经营形式，让消费者
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品质的信赖。

作为一种新兴的零售业态，在经
历“跑马圈地”扩大规模后，量贩零食
行业于去年下半年进入了合并阶段，
多家头部企业位列其中。赛道火热，
也引得一些老牌零食纷纷入局。量
贩零食能获得消费者喜爱，仍在于其
价格优势。为争夺市场，品牌之间的

价格战打得火热，但一味低价竞争策
略，对行业而言显然并非长久之计。
低价之外，如何建立起差异化有价值
的竞争力，是行业想要走得更远必须
考虑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说，品质的
把控、供应链的完善、数字技术的应
用都十分重要。

消费者不仅要吃得味美，还要吃
得健康。随着减少盐、糖和油的“三
减”倡议的提出，零食产品向品质化、
健康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量贩
零食企业不仅要增强货源产品的质

量把控，杜绝食品安全问题可能给品
牌形象带来的损害，也要引进更健康
的零食产品，增加顾客消费黏性。

另外，高性价比需要以规模化和
更高效的供应链作为支撑。通过开
放加盟快速扩张后，如何建立起从采
购、渠道拓展、供应链升级，到品牌管
理、服务优化等全流程系统而扎实的
零食商业模式，考验着量贩零食企业
的经营智慧。

不仅如此，积极推进数字化管
理，同样是量贩零食行业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供应链的数字化能有效
降低企业成本，远程下单、直播促销
等手段可以帮助扩大营销半径。智
能化门店管理系统有助于确保一致
性的服务和运营水平，从而助推行业
走向良性健康的发展之路。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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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贩零食的旋风近年来刮过很多城市，新加盟门店更是深入县

城、乡镇。量贩零食一路“狂飙”的背后，是依靠规模效应整合产业

链，降低成本，实现薄利多销。

量贩零食如何走得更远？

打着特制酒厂旗号的“专用酒”一瓶只要几十
元，标价 460元一两的茉莉花茶仅售 4.99元……
近期，各种年节礼品需求大增，一些直播电商产品
看上去价格实惠、销量惊人，但后续的产品质量投
诉也数量惊人。直播电商虽然满足了消费者多样
性的消费需求，提供了视觉上的直观体验，但随着
规模扩大，也出现了虚假比价、抬价打折等违规越
界行为。层出不穷的价格套路，不但损害消费者
权益，也影响平台和直播行业发展。对此，有关部
门和相关平台要进一步强化直播电商领域监管，
落实惩罚性赔偿机制，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商家
企业也应加强行业自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文/时锋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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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收费 5元，外地人收
费10元。”近日，在广西桂林，一男
子称吃米粉时遭遇“阴阳菜单”，
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当地
相关部门介入调查，1月 21日，广
西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发布通
告，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闭门整
改。

尽管此次事件已告一段落，但
由此引发的涟漪效应仍在不断放
大。“我同事是桂林阳朔的，她去吃
粉 5元一碗，她老公广西贵港的，
去吃 12元一碗，商家会根据说话
口音来判断你是否为桂林本地的”

“阳朔有家卖柠檬汁的，本地人偷
偷 卖 4 元 ，游 客 则 是 15 元 一
杯”……互联网上，围绕着“阴阳菜
单”的吐槽不绝于耳。

从网友曝光的内容来看，那些
“阴阳菜单”的金额都不大。商家
为了蝇头小利而剑走偏锋，着实令
人不齿。更重要的是，这些“庸常
之恶”却给城市形象造成了难以弥
补的巨大损失——外地游客提起

“阴阳菜单”，很少能记起不良商户
的名字，但对事发城市却很难忘
记。

实际上，不只是广西桂林，不
少消费者在出游时都曾遇到过“阴
阳菜单”。更有甚者，一些出租车
司机还会带外地游客去提供“阴阳
菜单”的饭店用餐，然后再收取商
家的“提成”。这种专门针对外地
游客的“宰客”行为，毫无疑问侵犯
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已经涉嫌价
格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退还
多收取的价款，而且可以主张三倍
赔偿。但在现实中，真正为此而较
真的外地游客并不多，这也是“阴
阳菜单”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
因。

面对“阴阳菜单”，外地游客为
什么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拍案

而起？缺少维权意识尚在其次，更
为重要的问题是，消费投诉能否得
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游客出门在
外，一般都提前安排好了行程，如
果消费投诉处置繁琐，多数人都只
能就此作罢——遭遇“阴阳菜单”，
大不了损失些许金钱，倘若陷入维
权纠纷的泥潭，势必要消耗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而这无疑是更加严重
的经济损失。更何况，面对人生地
不熟的现实，不少人都有“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不少
外地游客宁愿事后在网上吐槽，也
不想或者不敢在第一时间表示反
抗。

铲除“阴阳菜单”，不仅要理解
外地游客息事宁人的缘由，同时应
读懂网上吐槽背后隐含的期待
——他们并不是不在乎个人权益，
只是对维权行为缺乏胜算。“阴阳
菜单”之类的“庸常之恶”，之所以
屡禁不止、为所欲为，根本原因在
于，某些无良商家将此视为一种毫
无风险的掠夺——他们不仅料定
外地游客不会较真，而且认为本地
监管部门也不会较真。

现实情况是，某些地区或许恰
如无良商家所料。当“阴阳菜单”
成为“城市特色”，实际上也说明了
市场监管仍存在“空白区域”。对
此，在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之外，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监管部门
能否畅通举报渠道、优化处置流
程，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的制度保障。

当前，各地文旅部门都在“花
式内卷”、积极引流。在此过程中，
良好的消费环境也是提升文旅体
验、擦亮城市品牌的重要一环。严
厉打击包括“阴阳菜单”在内的各
种消费乱象，维护公平有序的文旅
消费市场，这不仅是捍卫消费者权
利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文旅产业
积极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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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菜单”频现，也会败坏文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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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报道，今年的年
夜饭预订非常火爆，有的餐厅因此
设置了最低消费标准，有的餐厅不
接受单点，只能预订几种套餐，大
厅也不例外。消费者无奈之下，只
能接受套餐。

商家之所以推年夜饭套餐，有
其客观原因。春节一部分从业人
员回家过年，造成饭店人手紧张，
而年夜饭用餐时段高度重叠，短时
需求量巨大，厨房只有提前备菜才
不致于手忙脚乱。另一方面，年夜
饭不同于平时，顾客在食材上往往
会有一些特殊要求，要求菜品不仅
味道可口，最好还带有一定吉祥意
味，这就要求餐饮企业精准和统筹
安排，否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
耗。当然，一部分商家也会作出一
定让利，让预订套餐的顾客享受到
比单点更大的优惠。

这么看来，似乎年夜饭套餐对
商家和消费者都很友好，但实际
上，消费者并不一定买账。先不说
价格，如果家里人来吃饭的不多，
那么没得选的套餐势必导致菜太
多吃不完，而且套餐中的菜品也不
一定都合口味，这既不符合国家倡
导的减少食物浪费的理念，还会让
消费者的用餐体验感下降。

法律界人士也指出，餐厅年夜
饭不接受单点菜品，只能预订几种
套餐，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的做
法，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
剥夺消费者自主点餐的机会和权
利，同时也有诱导、误导消费者超
量点餐的嫌疑。年夜饭只能定套
餐的做法有蔓延趋势，需要引起有
关部门关注。

餐饮企业普遍搞这种变相的
最低消费，无疑是目前“需大于供”
的卖方市场给了他们底气。在年
夜饭明显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
处于卖方市场的餐饮经营者只卖
套餐，本质上是利用交易优势地位
给消费者设定了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

其实，年夜饭就算是套餐，也
完全可以变个身来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个体需求，例如，推出年夜饭
自选菜单，让消费者提前选择菜
品，这样餐饮企业也可以做到提前
统筹，保证较低的损耗率和合理的
利润率。

要知道，任何商业经营，商品和
服务的质量肯定是最终的致胜法
宝。经营者如果想在年夜饭市场上
脱颖而出，不妨在赚取利润和维护
消费者权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Sound

年夜饭论“套”卖 未必合消费者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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