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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消费量看，我国奶类消费
处于较低水平。2023年，人均奶类消
费量 41.3 公斤，这一数字仅相当于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量的22.6%
至 37.7% ，约 占 全 球 平 均 水 平 的
40%。无论是与居民膳食推荐量相
比，还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有较大
增长空间。

从内部结构看，城乡之间的乳品
消费量也不均衡，城镇和农村居民乳
品消费差距较大。但可以预见，随着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推进
和二孩政策的实施，在县域的城镇和
乡村，乳品消费依然蕴含着巨大潜
力，有望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增长
点。

前景广阔并不代表前路平坦。
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奶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正迎来高位发展下的挑战，
如奶源阶段性过剩、奶价下行等。这
些问题反映出我国乳制品消费信心

不足，深层次指向乳制品生产与消费
尚未实现同频共振。

如何破局？瞄准消费升级方向，
不断提升与国内需求适配的供给是
当务之急。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
升以及健康饮食理念深入人心，如今
消费者对乳品的态度正由“喝上奶”
转向追求“喝好奶”。《2023中国奶商
指数报告》显示，“品质至上”已成为

乳制品消费者的新需求，营养成分、
奶源地、有机认证等因素均影响着消
费者的购买决策。这启示乳品企业
既要不断加强对原料、生产过程和产
品质量的把控，也要及时洞察消费者
的喜好和需求，努力开发具有更高营
养价值和健康功能的乳品。

激发乳品消费潜力，要善于挖掘
新消费场景。从以高温灭菌常温液

态奶消费为主，到液态奶中冷藏鲜奶
占比不断上升，黄油、奶酪等干乳制
品消费快速增长，我国乳制品消费结
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对此，乳企不仅
要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还要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吃喝”
兼顾，努力提升原制奶酪、乳清等干
乳制品供给水平，让奶酪等干乳制品
早日走上百姓餐桌，进而提升百姓乳
品摄入量。

激发乳品消费潜力，还要加大科
普宣传力度。当前我国奶制品消费
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消费者对
牛奶营养认知不足，很多地区、很多
人不喝牛奶。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和
乳企要继续开展更加丰富的饮奶科
普，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乳品营养健
康认知水平，帮助更多人培养健康的
乳品消费习惯，全面、持续增加奶制
品消费量。

沈慧

激发乳品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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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召开的奶业发展形势分析大会上，与会

专家援引的一组数据让不少人惊讶：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3年我国牛奶产量同比增长6.7%，达到

4197万吨，创历史新高，但全年奶类消费却下降了

约1.6%。一升一降，鲜明的对比折射出当前我国

奶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使一些人产生疑问：

我国乳制品消费已经到天花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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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食品时，很多商家不在商品
介绍页展示配料表，或者故意隐瞒食
品包装上的配料表信息，或者只有当
买家主动索要时才提供甚至不提供
……这些现象导致消费者网购食品
如同开盲盒。（5月15日《中国消费者
报》）

这里说的“开盲盒”可不算好体
验。生活中，先看配料表是不少消费
者选购食品的“基操”。毕竟食品直

接入口，容不得疏忽。尤其是老年食
品、患者专用食品以及婴幼儿食品，
在选购时需要慎之又慎。而随着食
品安全意识提升，人们对产品信息透
明也有了更高期待。但在网购食品
时，想看配料表却不容易：要么查无
此“表”，要么躲躲藏藏，要么找客服
索要，要么碰运气在买家秀里找……
这不仅给食品消费设下障碍，也给食
品安全埋下隐患。

网售食品配料表为何“羞于见
人”？从操作性看，网络销售在信息
展示方面具有优势，主动展示配料表
不是难事。既然并非不能，那是怕麻
烦还是怕露馅？是加了“科技与狠
活”？还是商品品质堪忧？种种疑问
之下，消费者怎能明明白白、安安心
心消费？经营者遮遮掩掩又岂是长
久之计？

食品安全无小事。小小配料表，

不仅关乎食品安全，也关系着消费者
切身权益。在这个问题上，线上线下
该用“一把尺子”衡量。毕竟，网络不
是“避风港”，网售也不是“挡箭牌”。
这不仅需要商家“主动一点”，更需要
监管部门、平台、消费者多“要求一
点”。无论如何，“晒出”配料表应成
为网售食品“标配”。

张冬梅

食品配料表就该“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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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 2024全民营养周，“增豆控
油”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今年全民
营养周以“奶豆添营养，少油更健康”
为主题，倡导增加大豆、牛奶健康消
费，合理控制食用油消费，形成健康
营养的膳食结构。

食用大豆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
生，在数千年的大豆栽培、加工、食用
历史中，单是大豆花样百出的吃法，
就能凑出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报菜
名”。古人“七月亨（通‘烹’）葵及
菽”，又“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在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大豆既是养生
药物，又是健身食品。著名文学家汪
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豆腐，
中国人民的生活将会缺一大块。”如
今，随着消费人群的细分，大豆制品
品类更是愈发丰富：从“重量级”淮扬
名菜文思豆腐，到百吃不厌的休闲零
食五香豆干，从烧烤绝配“花毛一
体”，到家常必备黄豆酱、豆豉等，更

不用提豆浆、豆腐脑、豆花承包了许
多人的早餐，豆乳蛋糕、大豆冰激凌、
大豆酸奶等餐后甜点成为不少年轻
人的潮流之选，可以说，大豆制品几
乎遍及我们饮食消费的各个场景和
领域。那么，吃豆吃了几千年，为什
么我们今天还要提倡多吃豆？

这首先要从大豆的营养价值说
起。大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和
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其营养价值与肉
类相似，因此被称为“豆中之王”“田
中之肉”，是数百种天然食物中备受
营养学家推崇的品种。此外，大豆中
的异黄酮、植物固醇等成分具有一定
的保健作用，对预防心血管疾病、癌
症等有一定的帮助。《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22）》还将“多吃蔬果、奶类、
全谷、大豆”作为核心推荐准则之
一。但在实际中，我国居民大豆及其
制品摄入量自 2000年以后呈下降趋
势，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显示，

成年居民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从
2000年的每天 14.5克下降到 2018年
的每天 12.8克。根据国民营养健康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今年 4月底印发
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
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 15—25克
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目前我
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未达到推荐
摄入量。此外，多吃豆制品还有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层面的考虑。与畜
牧业相比，生产豆制品需要较少的
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并且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较低，通过增加豆制
品在饮食中的比例来替代一部分肉
类消费，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
求和环境影响，是一种更加环保的
消费方式。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食物营养健康的
关注日益增加，这也为“增豆控油”、
优化居民膳食结构提供了良好基

础。倡导增加大豆消费、形成健康营
养的膳食结构，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
导，强化公众主动健康责任，关注自
身饮食健康，广泛开展饮食教育，做
好合理健康膳食相关知识的科普，培
养居民良好饮食习惯。除了在消费
端加强引导，供给侧也要再加把力。
一方面，要不断丰富豆制品产品类
型。不同大豆食品的营养成分因制
作过程和成品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烹饪方式不同也会影响大豆营养
价值的保留，而当前家庭烹饪可选择
的方式有限，这就需要更加积极地开
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型豆制品，为健
康饮食提供更多选择，让“吃豆”覆盖
更多消费场景。另一方面，要不断改
进豆制品加工工艺。对大多数消费
者而言，好吃与否是评价一种食物的
重要标准，“吃得健康”固然重要，“吃
得美味”也不容忽视。为此，要持续
加大科研投入和成果转化力度，改进
加工制作工艺，留住健康食品的好味
道，让消费者吃得香、愿回购、想多
吃。

还要看到，饮食结构是一个民
族、一个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倡导“增
豆控油”、优化膳食结构，不妨多些耐
心，给产销双方都留点时间。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赵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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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苦“鬼秤”欺客宰客久矣！近期，不同地区接连
发生包庇“鬼秤”、威胁顾客的事件，再度敲响警钟。遇上缺
斤短两的事本就够倒霉了，若再遇上市场管理方跟不良商
贩沆瀣一气，消费者只怕更加欲哭无泪。“鬼秤”不除，贻害
无穷。务必一竿子插到底，不仅要清查整治捣鬼的商贩，更
要严厉打击“不捉鬼的钟馗”。

（文/吴夕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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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精准务实培
育乡村产业”，对坚持产业兴农、优
化产业结构提出一系列要求。近
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加快发展，有力
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同时，乡村
产业规模化、差异化、品质化发展方
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需切实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推动乡村特色
资源加快转化增值、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拓展提升乡村功能，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空间，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
的重要载体。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有利于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
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进而优化
乡村产业结构，激发乡村产业发展
活力。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
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围绕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能源、数据等产业生产
经营活动需要的生产要素，加快建
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畅通
城乡要素配置渠道，优化城乡资源
要素供给；坚持城乡优势要素互
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
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乡村产
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城市及乡
村生产生活空间，发挥市场对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乡村产业
结构优化及竞争力提升。

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乡村产
业创新。科技创新是乡村产业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需紧盯
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
农业科技水平，着力提升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以产业急需为导向，整
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源，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乡村
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支持乡村产
业创新平台建设，对入选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乡村
企业给予鼓励；聚焦行业共性技术
需求，支持乡村重点特色行业创新
平台建设，引导有条件的特色优势
产业建立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
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需求，
支持行业技术融合发展平台建
设。调动产学研用等各方力量，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
布局产业链。

三是立足乡村特色资源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依托农业农村特
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
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通过产业功
能集聚，挖掘资源多元功能，全方
位彰显乡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
社会价值。做好“土特产”文章，基
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用好
当地资源，注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
能、农村生态新价值；突出地域特
点，因地制宜打造广大消费者认
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和
品牌；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推
动乡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全链条
升级，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适度集
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完善和创新多种利益联结机
制，让城乡居民都能参与乡村特色
资源多功能开发，把农产品增值收
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张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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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务实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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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甘肃天水凭借一碗
地道的麻辣烫在网上迅速出圈，这
座默默无闻的小城一跃成为网红
城市。

天水味道的灵魂来源于当地
特有的麦积花椒和甘谷辣椒。正
是这两种调味料完美结合带来的
味觉体验，使天水麻辣烫成为无数
食客的“心头好”。随着大量游客
的到来，当地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水
平，以实际行动接住了这场“泼天
流量”，也展示了将地方特色转化
为增长动力的巨大潜力，以及用土
特产推动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

除了“地道食材”成就“地道美
味”外，天水“蹿红”还得益于几个
关键因素。近年来，当地积极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将特色优势农
业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
通过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加强品牌
建设和拓展销售渠道，显著提升了
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此外，天水
麻辣烫的独特“麻味”，不仅仅是味
觉体验，更是一种文化的交融与传
承。作为西部地区旅游热点城市
之一，天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当地政府通过举办美食文化
节、推出特色旅游线路，不断寻找
新的叙事方式来塑造地方品牌，让
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深刻
感受到其中的精神特质。此外，借
助社交媒体时代“素人”用户短视
频和直播裂变效应，天水麻辣烫的
知名度迅速提升，实现了从地方小
吃到现象级“网红”美食的转变。

天水的爆红让人艳羡，对各地

来说，想凭借流量再造“爆款”，打
好“特色牌”是关键。一方水土产
一方物，“土特产”是一个地方优势
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而要将特色
资源变为特色产业，既需要在“链”
上拓展，也需要在“融”上发力。

一方面，立足本地，开发乡土
资源，并将过去“原汁原味”的土特
产打造成链条更完整、业态更丰富
的“多汁多味”的土特产，多维度深
层次实现增值。另一方面，不断挖
掘农业多种功能，顺应市场需求，
推动乡村产业与文化、体育、旅游、
康养等深度融合，从单一“卖产品”
转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
在综合利用中催生多元效应，充分
挖掘和释放乡土资源的潜力和效
用。比如，天水以“麻辣烫”为媒，
借助厚重的文化底蕴，“以食促旅、
以旅促农”，不仅推动了当地旅游
业发展，更为农业产业发展打开了
空间。

深挖“土”资源，放大“特”优
势，提升“产”效益，天水的“破圈”
生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特色”
二字。我国地大物博、气候多样，
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土特产，发展前
景可期。以特色立身、以特色取
胜，充分释放农业产业发展潜力，
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为此，可以进一步强化对特色
农业品牌的培育和市场推广，通过
科学的规划和资源整合，促进特色
农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同时，推
动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将“吃
在地方，游在地方”作为新目标，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Sound

土特产需在“链”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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