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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个别地方的部分乡村，
一大片光伏阵列矗立在连片的稻田
里。有的是2019年耗资800多万元建
起的高标准农田，2021年起却被用来建
设光伏电站。这引发了热议，也让人们
思考耕地保护和产业用地的问题。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这
些年来，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14
亿多人都能每天到点开饭，饭碗越端
越稳，吃得越来越好，重要原因是牢
牢守住了耕地红线。近年来，耕地保
护越来越严格，不仅落实“占补平
衡”，又提出“进出平衡”。通过耕地
保护党政同责、卫星遥感图片比对、
公开通报挂牌督办等硬措施，全国耕
地总量连续净增长。

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变通突破也
不行。宝贵的耕地，如果今天这个产
业用，明天那个产业占，岂不成了“唐
僧肉”？我国有19亿多亩耕地、15亿
多亩永久基本农田，已建成10亿多亩

高标准农田。每一寸高标准农田都
应为旱涝保收出力，而不能另作他
途。刚耗费数百万元资金建设田间
道路、灌排工程，转头又上马光伏项
目，着实让人惋惜。

发展光伏当然没有错，关键是要
看在哪里发展，怎么发展。2023年 3
月，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
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明确光伏方阵用地不得占用耕
地，占用其他农用地的，应根据实际合
理控制。光伏产业要顺应政策法规要
求，找准产业方向。比如，可在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基础上，
充分利用沙漠、戈壁、荒漠等未利用
地，布局大型光电基地；又如，在土地
资源紧张的地区，可重点开发屋顶光
伏、建筑光伏等分布式能源。

与田争地的不仅仅是光伏项
目。产业项目总要考虑人地钱，过去
首先考虑钱，如今更多要考虑地。好

多产业感到用地难，不少地方觉得用
地难，这恐怕会是今后的常态，告别
粗放式用地是历史的必然。经济社
会活动离不开土地，建城市、搞工业、
保生态、种粮食都要有地，必须排出
优先序，合理布局。在“三区三线”划
定的时候，国家优先划定的是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如今，“三区三线”已
落实到图，各类经济活动均要遵循。

现实中，一些地方在处理保耕地
面积和要发展空间关系时面临困
难。有的做法能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却可能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对地方
来说，保护耕地是潜绩，发展经济是
显绩。地方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要显绩也要潜绩，尤其是聚
焦“国之大者”，把耕地保护这类中央
交办的大事要事办好。当然，很多地
方找到一个好项目不容易，要用足用
好现有政策，寻找合法合规的用地出
路。复杂的经济生活充满了两难多

难，无可回避，只能兼顾，从大局出
发，必须守住底线红线，在多重目标
中寻求最佳方案。

底线红线也是高压线。近年来，
有关部门多次公布土地违法违规典
型案例。对地方政府来说，要举一反
三，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为
子孙后代守好“饭碗田”。对触犯法
律法规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同时，
也要稳妥处置政策变化完善过程中
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企业来说，
发展非农产业不能打耕地主意，要着
眼于用好其他地类，集约节约用地。
增强用地合规意识，投资前务必要清
楚地块性质，是农用地、建设用地还
是未利用地，是永久基本农田、一般
耕地还是耕地之外的农用地，对相应
的用地政策也要心中有数，不抱侥幸
心理、不打“擦边球”。

从中文造字看，富自田起。对耕
地的态度体现着一个国家饭碗的成
色。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
国，农地利用直接关系乡村振兴。能
不能处理好发展与土地的关系，关乎
现代化进程。珍惜保护耕地、合理利
用每寸土地，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乔金亮

高标准农田岂能种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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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变通突破也不行。宝贵的耕地，如果今天这个产业用，明

天那个产业占，岂不成了“唐僧肉”？能不能处理好发展与土地的关系，关乎现代

化进程。珍惜保护耕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当前，标榜“农科院研制”“某大
学开发”不断成为网红食品的新卖
点，食品“高学历”现象愈发常见。然
而，多款冠名“高学历”的食品不仅存
在不实宣传，价格虚高，甚至还会出
现检测不合格等质量问题，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之所以频频出现此类食品“学
历造假”现象，既有无良商家期待通
过虚假宣传扩大销量牟利的因素，
也有消费者认为含有农科院、农学
院或者高校食品学院研发的食品品

质更加优良的片面思维推波助澜。
总之，在消费者更加注重食物有机
健康的当下，“高学历”食品也更加
容易引诱消费者掉入商家刻意构建
的消费陷阱。

从法律视角看，食品“学历造假”
是虚假宣传的一种形式。我国广告
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欺骗或误导
消费者，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商家为了售卖食品而伪
造“高学历”，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又侵犯了相关“农科院”“知名大

学”等单位的名誉权。因此，无论是
消费者还是相关权利人，均可让违法
宣传的经营者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但刑罚并非目的。为了防范食
品“学历造假”，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食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
切实加强对“高学历”网红食品的质
检、监督和抽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以次充好的现象，维护食品市场秩
序。食品行业机构应当强化自治，可
以通过建立“高学历”食品白名单，将
假冒伪劣食品纳入“黑名单”等举措，

推动行业规范清源。
执法司法机关要依法提高违法

成本，严格追究发布虚假广告的民
事责任、发布虚假广告的行政问责
及刑事责任。而消费者也要增强防
范和维权意识，科学理性购买“高学
历”食品，收到不合格或货不对板的
商品，应当及时退货，如遭到无理拒
绝，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陈玉霞

治理食品“学历造假”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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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潇湘晨报晨意帮忙记者卧
底长沙市净卫坊餐具消毒有限公司
调查发现，现场卫生状况令人触目惊
心，洗几万套餐具换一次水，所有工
人未戴口罩头罩，工作服消毒柜只是
摆设，餐具清洗后仍有食物残渣，工
人抹过鼻涕的手触碰设备……每天
成千上万的餐具就是如此“消毒”后，
被送往多家餐馆。

事实上，餐具清洗公司被曝光卫
生问题，本就充满了讽刺——连自身
卫生都搞不好的公司，居然靠消毒餐
具赚钱。早在 2019年，新京报记者
就曾卧底消毒餐具厂，曝光了消毒餐
具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多年过去，从报道可知，部分消
毒餐具厂的卫生问题依然存在，而且
根本经不住记者的暗访，镜头之下令

人作呕的场景仍在发生。甚至有操作
工人都不忘嘱咐，“在外面吃饭还是要
用热水烫一下，不烫一下不干净。”

餐具清洗，公司并不能想怎么洗
就怎么洗。对此，我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
有明确规定，无论是车间环境、清洁
消毒设施、流程，还是工作人员的包
装作业和着装要求，都有相对应的

“操作指南”。显然，涉事公司多项操
作都不符合规范要求，但其抽检结果
却令人意外。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此次被媒
体曝光的公司，此前在《2023年上半
年长沙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集中消毒餐饮具监督抽检情况通报》
中，抽检合格率为 100%。记者暗访
调查的内容和卫生执法部门的集中

抽检结果自相抵牾，那些明显“不干
净”的餐具又是如何百分之百通过抽
检的？这些问题还有待执法人员现
场调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餐具清洗
公司干不干净，供应的餐馆应该最清
楚，为何餐馆选择视而不见？说到
底，还是因为餐具清洗公司提供的

“售后服务”让其稳赚不赔，“送过来
的餐具就有投诉，不干净。一般给顾
客免单或送两个菜也没事，这些厂里
会负责。”

而餐馆，一方面收着顾客一到两
元的餐具费，这笔费用几乎可以覆盖
清洗成本，甚至还能小赚；另一方面，
餐馆既省了人工清洗的成本，还能避
免餐具损耗。在这种情况下，餐馆又
怎么会有动力“较真”餐具卫生呢？

餐具卫生，同样是保障食品安全
的重要一环，容不得“掺水”。相关部
门有必要加强对餐具清洗公司的监
管，在集中抽检之外，增加随机抽检，
并加大处罚力度，把“不干净”的餐具
清洗公司逐出行业。

同样，餐馆也要有长远眼光，真
正负起把关的责任，消费者花钱买的
餐具不干净，连带也会对餐馆产生不
卫生的印象，影响的是餐馆的声誉。

餐具清洗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
曝光，消费者自会用脚投票，不再使
用那些包装消毒餐具。涉事餐具清
洗厂也该好好反思一下，怎么洗掉

“不卫生”的标签，真正做到“消毒餐
具，请放心使用”。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翛然

餐馆里的消毒餐具还能放心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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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调查发现，很多食品标签上的字太小了，让一些
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难以看清，生产日期不显眼、难辨
认、标签被遮挡等问题也比较常见。此外，一些标明“零添
加”的食品却含有山梨酸钾、苯甲酸钠这两种防腐剂。食品
标签是消费者购买与否的最直接参考依据，是消费者对自
身食品安全最能直接把关的部分，这些情况违反了《食品标
识管理规定》中有关“食品标识应当清晰醒目，标识的背景
和底色应当采用对比色，使消费者易于辨认、识读”的规定，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给消费者带来很大不便。监管部
门应当依法依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震慑不良商家以及生产企业。此外，要进一步提高食品
标签规范化水平。 （文/时锋 图/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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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卫生、健康便捷、价格合
理的社区食堂广受欢迎。但媒体
调查发现，如今不少社区食堂深陷
运营之困，关门停业的不在少数。
如何提升社区食堂的服务质量与
运营效率，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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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期盼的好事，也是利于
长远的实事。但就现实来看，一些
食堂遭遇经营困难，与一些地方只
图有、不图优有关。有的选址缺乏
考虑，建成之后发现来吃饭的老人
没有预想的多；有的陷入政策攀
比，直接搞“免费就餐”导致入不敷
出；有的服务不精细，上门服务不
主动；还有的供需不匹配，任务指
标在城区层层下达，却忽视了广大
农村地区……可以说，当前社区食
堂出现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没有
形成“自己养活自己”的良性循环，
最终难以为继。

社区食堂的可持续经营，政策
和资金的扶持只是其一，最终还是
需要一定的盈利空间。而公益属
性与市场属性的平衡，是一项考验
精细化运营水平的大工程。一方
面，社区食堂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
对象，而受限于老年群体的消费意
愿、口味偏好等，其营收水平与发
力点，必然跟单纯的市场化餐饮有
所区别；另一方面，部分社区食堂

的菜品与菜式，不能满足年轻人的
需求，加之空间设施老旧，一来二
去客流就成了大问题。这些痛点
都决定了社区食堂的运营方不能
一哄而上“复制粘贴”，而要拿出

“绣花功夫”，深入了解所在社区的
人员构成、年龄层次、口味与价格
偏好，制定针对性的运营策略，实
现细水长流。

社区食堂的发展状况，对完善
其他种类的社区服务也有启示作
用。小区，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
生活空间，存在着养老驿站、家政
服务、洗衣织补、代收快递等各种
需求，仅靠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单
方面进行财政投入，既不现实也不
科学。这就需要社区党组织、居委
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把社区服务延展得更宽更
远。比如在北京的一些社区里，已
经形成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
委会和物业定期召开联席会的制
度，能够及时了解到居民反映的真
实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社会资
本的积极性也就能被充分调动起
来。

一箪食，一瓢饮，小小食堂背
后，折射出的是社会基层治理水
平的精细化程度。集众智、汇众
力，相信通过更充分的共商共治
共建，社区食堂等各种社区服务
都能高质量运营，让城乡更加和
谐宜居。

□鲍南

坊间杂议坊间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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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食堂得能“自己养活自己”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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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明白！”3月22日，在河南
南阳宛城区新建成的儒林临时农贸
市场内，37岁的王华东眉头紧锁。
他说，实在想不明白为何才建成开张
没几天的市场，就要面临拆除，“当初
可是催着我加班加点赶工期。”

据媒体报道，这家农贸市场在
当地城管委办公室的批复下，由王
华东个人斥资数十万元建成，并吸
引了一批商家入驻。然而，市场正
式开张仅5天后，王华东就收到一
份来自当地城市综合执法局的限
期拆除通知。目前，关于拆除是否
合规，以及相关成本的分担及商家
赔偿问题，仍处于搁置之中。

其实，抛开具体内情不谈，开
业仅 5天的农贸市场就被要求拆
除，首先就给人一种过于儿戏和草
率的荒诞感。更显蹊跷的是，该农
贸市场建设与拆除的批复和通知，
都来自当地城管部门。并且，在市
场建设过程中，当地相关领导还曾
两次到现场视察催促工期。

很显然，短时间内“一建一拆”
的矛盾要求，就这样以白纸黑字的
公文方式公然出现，不得不让人对
当地相关部门在市政规划上的严
肃性和决策上的科学性产生疑问。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建设者多
次咨询及媒体关注后，关于农贸市
场为何要拆除，当地相关部门至今
也未能给出一个准确说法。这种
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进一步加剧
了有关该拆除要求合理性的疑问。

退一步说，即便如目前所推测
的，拆除市场的要求可能与打通断
头路有关，理由或有其正当性，相
关部门也该光明正大地给予市场
建设者、商户和社会一个说法。同
时，依法依规妥善做好相应的赔
偿、善后工作。

要知道，短时间内同一部门由
“建”到“拆”的态度急剧变化背后
的成本，无论如何都不该由市场建
设者和商户来承担。甚至，其背后
若涉及违反决策程序乃至乱作为
问题，还应严肃追责。

就目前看，在无任何沟通的情

况下，仅凭一纸拆除通知就试图对
市场进行“强拆”，显然过于粗暴，
不仅将严重损害建设者和商户的
利益，也将令打通断头路这一民生
实事招致不必要的社会争议，继而
影响到当地政府的公信力。

可以说，此事目前的操作方式
和形成的局面，于“私”于“公”都属实
不妥，对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影
响，当地不可不察。为此，对于“建”
与“拆”的决定是否合规，建设者与商
户的合法利益到底由谁来保障，当地
上级部门有必要及时介入调查，给予
所有市场主体和社会一个合理交代，
也及时止住公信力的流失。

更要看到，如此一幕，与当前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经济
发展信心的政策要求和社会大环
境，也格格不入。

就在去年 8月，国家发改委发
布《关于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通知》明确
要求，要加强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
设，着力解决朝令夕改、新官不理
旧账、损害市场公平交易、危害企
业利益等政务失信行为，促进营商
环境优化，增强民营企业投资信
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而

“短命”的农贸市场，折射的正是地
方政府公信力、决策合理性和市场
预期的偏差——这些都是营商环
境建设大忌。以此而言，这一案
例，之于当前营商环境建设，已然
是一记现实警钟。

一方面，仍不能低估一些有违
营商环境优化、有损民营经济发展
信心的做法及政策的存在概率，各
地都应加大摸底和纠偏力度，防止
出现一边“优化”，一边“损害”的情
况。另一方面，所有地方都应明
白，民营经济的信心和预期，“病来
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不当做
法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是再多的
好政策也难以弥补的。

这要求各类决策和行政行为务必
强化一致性，多做“呵护”之事，少为“破
坏”之行。尤其不能发生这种朝令夕
改、不顾市场主体切身利益的事情。

Sound

开张5天就拆
农贸市场建设不能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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