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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的增减总是牵动人
心。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
数据，今年早稻播种面积为7132.2
万亩，比上年增长 0.5%。全国早
稻总产量 563.5 亿斤，同比下降
0.6%，连续 4 年达到 560 亿斤以
上，总体保持了稳定。早稻减产对
国内稻谷稳定供应的影响非常有
限，无碍粮市稳定大局。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常年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粮食面
积的25%，产量约占全国粮食产量
的30%，全国60%的人口以稻米为
主。水稻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按
2023年产量计算，早稻产量约占水
稻总产量的 13.7%，约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4%。我国稻谷总产量常
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连续多年延
续产大于需的格局，稻谷库存充足，
完全能够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从全
年粮食生产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分
为夏粮、早稻和秋粮三季，今年夏粮
增产较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稻
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价格来
看，受国内早稻减产的影响，今年早
稻收购价格高开高走，但对拉动稻
谷市场整体走强的作用不明显。

今年早稻减产，是气候灾害所
致。早稻广泛种植于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
西、海南、云南等南方省份，今年多
地遭遇多轮强降雨。根据国家统
计局农村司负责人的解读，4月中
旬以后，广东等地出现多轮强降
雨，早稻生长期有所推迟。6 月
份，湖南、江西等大部产区降雨偏多
且持续时间较长，部分抽穗开花期
的早稻遭遇“雨洗禾花”，且长期阴
雨寡照天气不利于早稻光合作用，
稻谷空粒、瘪粒增加。局部地区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导致部分低洼田
块成灾或绝收，对早稻生产造成不
利影响。7月份，主产区大部天气晴
好光温充足，利于早稻灌浆成熟收
获，一定程度弥补了前期恶劣天气
对早稻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早稻减产警示我们，气候灾害
仍是当前影响粮食产量波动的重
要因素之一。我国是自然灾害多
发的国家，虽然通过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增强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打破了“两
丰两歉一平”的农业周期性波动规
律，但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

“靠天吃饭”的命运。近年来，受全
球气候变暖影响，农业灾害极端
性、异常性、突发性大大增强，给我
国粮食生产带来严峻挑战。现在
距离秋粮丰收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秋粮生产还有可能面临高温干旱、
渍涝、早霜、寒露风、洪涝等气候灾
害，要始终紧绷粮食防灾减灾这根
弦，丝毫松懈不得。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在今年秋粮作物生长的关键期，河
南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给
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从中央到
地方，高度重视粮食防灾减灾救
灾。8月份，中央财政下达水利救灾
资金6.49亿元，支持辽宁、吉林、黑
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
14个省份做好台风、洪涝水利防汛
救灾相关工作。各地全面落实农业
防灾减灾各项措施，积极做好农田
排涝除渍、扶苗追肥，最大程度减少
农业损失。继续落实好各项稳产增
产政策和科技措施，加强肥水管理，
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统防统治，
尽力多增产，实现以丰补歉，确保全
年粮食稳产丰收。

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提高粮食
防灾减灾能力，是有效应对气候灾
害的重要举措。应强化高标准农
田建设，旱能浇、涝能排，真正实现
旱涝保收。强化科技支撑，在粮食
生产重点县加强灾情监测智能化
水平，进一步提升监测时效性和准
确性，推动粮食生产从“看天吃饭”
向“知天而作”转变。强化品种培
育，筛选推广一批耐高温干旱、耐
渍涝、抗病虫等高抗多抗优良品
种，筛选适用于灾后改种补种的短
生育期品种，有效减轻自然灾害损
失。支持移动式烘干机、履带式拖
拉机等防灾救灾农机具研发制造
和推广应用，在防灾减灾救灾中充
分发挥“农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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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苹果”送往果汁企业，监管不能“摆烂”

近日，网友王先生发视频称，
在陕西咸阳礼泉县发现给食品厂
运水果的货车散发出酸臭味。媒
体调查发现，这些果子准备运往礼
泉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不少
果汁广告都宣称“选用最新鲜的水
果”，但现实每每会暴击消费者的
幻想。彻查烂苹果榨汁的产销链
条，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才能不
断规范果汁生产，恢复消费者信
心。（9月1日《福建日报》）

送往果汁企业的“烂苹果”，牵
动着社会各界对于食品安全的关
注之心。近年来，随着消费水平的
提升，人们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
的要求日益增高。然而，不断有类
似“烂苹果”的丑闻出现在我们的
视野中。“烂苹果”制造的果汁，喝
坏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胃，还有社
会管理的消化系统。

更为可怕的是，运往果汁企业
的“烂苹果”，似乎已经成了行业的
秘密和惯常现象。从既往媒体的
报道来看，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
不管是专门的生产企业，还是街头
的现榨摊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
况。为什么有这样的事件一再发
生？这其中必然存在管理缺失和
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作为监管部
门，面对“烂苹果”事件，绝对不能
摆出一种“摆烂”的态度。

出现在果汁企业的除了“烂苹
果”，还有“烂橘子”“烂橙子”“烂西
瓜”“烂黄桃”“烂西瓜”等等。之所
以这么多的“烂水果”摇身一变就
成了“美味佳肴”，一个原因在于

“变成果汁之后难以发现好孬”，而
更大的原因则在于监管的失守：从
产地到运输，从企业到市场，从市
场到餐桌，一个个维护舌尖安全的
关口被突破，被占领，被践踏，层层
环节都成了摆设。媒体能发现的
问题，监管部门发现不了？监管部
门是没有“火眼金睛”还是“故意装
瞎”？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
恰恰是在这些细微的、日常的监管
上。监管部门需要成为消费者的
守护者，对于这样的不良现象必须
有所作为，决不能任由其蔓延。

送往果汁企业的“烂苹果”显
然只是表象，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才
是更值得关注的。在这个过程中，
种植者、运输者、生产者显然都是
存在问题的，为了效益最大化，就
践踏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不能仅
仅停留在谴责的层面。更重要的
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从源头上
进行治理。让链条上所有的人都
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此，才能维护
良好的市场环境，守护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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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与茶饮、甜品的搭配让不
少喜欢尝鲜的年轻消费者眼前一亮。
除了通过食材“跨界”吸引广大消费者
注意，许多食品品牌还酷爱跨界与文
化、游戏 IP联名，以实现出圈。部分
消费者质疑“中药冰淇淋是否有养生
功效？”“茶饮联名套餐周边限量、数量
少是否在饥饿营销？”医务工作者给出
了明确答复：中药冰淇淋没有养生功
效，且药补食疗需要对症下药、长期使
用，中药冰淇淋无法根据每人的情况
对症下药，不适宜长期食用。

此外，部分食品品牌推出的联名
套餐“翻车”，也引发消费者吐槽。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认为，无
论是食材“跨界”还是与热门 IP联名，
都体现出了茶饮、甜品行业激烈竞
争、同质化严重的生存现状。各品牌
通过跨界迎合更多消费者的兴趣点
无可厚非，但经营者如果在营销过程
中为了收获流量，故意营造噱头夸大
宣传、打法律法规的“擦边球”、违背
公序良俗或者漠视消费者需求进行

“饥饿营销”等，不仅会令消费者反

感，还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侵犯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相关经营者
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根据广告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
营者应当提供真实、全面的产品信
息，对消费者的疑问进行充分告知，
不得作虚假或令消费者误解的宣传，
经营过程中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序
良俗，尊重并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行业花样“内卷”趋势下，茶饮、
甜品等行业新产品、新玩法的不断涌
现，契合了年轻一代文化认同感强、
注重个性化和趣味性、追求情绪价值
的消费特点。经营者可通过多种方
式及渠道了解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尊
重消费需求，合理预估需求量，准备
合适数量的周边产品。同时，经营者
还应提升管理水平，打造良好的消费
体验。

“跨界”只是锦上添花营销手
段，要将火爆一时“流量”转化为长
期稳定“留量”，企业还应做好产品
本身的提质升级。茶饮、甜品行业

“狂飙”路上的立足根基还是食品安
全。当前，茶饮、甜品行业加盟店多
且分散、制作环节及流程相关标准
的缺位，经营者应制定标准化操作
流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和生产，重视
食品安全、服务及售后问题，赢得更
多消费者信任。

中国消费者报

茶饮甜品跨界营销是喜还是忧？

TopicTopic

继中药奶茶之后，近日，38元一份的中药冰淇淋、52元一个的

中药面包又冲上热搜。消费者的质疑也随处可见。江苏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提醒：食材上的跨界尝试或者推出周边联名套餐，

都只是锦上添花的营销手段，要将火爆“流量”转化为稳定“留量”，

企业还应做好产品本身的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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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之以恒遏制“天价”月饼，近
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
对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8
月28日新华社）

看罢新闻，不禁好奇，一块小月饼
为何引起四大部门“垂注”？按理说，
市场才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
应把市场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
市场，而不必麻烦“看得见的手”。月
饼市场引来监管关注，问题就出在市
场调节失灵上。作为流传千百年的普
通节令食品，月饼应是家家户户都吃
得起的食物，从来没有贵到百姓高攀
不起。但是近年来，诸如“天下第一月
饼12888元”“纯金至尊月饼99999元”

“标价30万元的月饼内含一套房”“世
界最贵月饼 815万元”之类新闻不绝
于耳，引起惊讶也触发不满，市场异化
到了这种地步，月饼市场被“重点关
照”，不是很正常吗？

问题还远不止如此，“洋葱”一
层一层剥下来，“天价”月饼至少有

“四重罪”：直接吃亏的是消费者，一
盒普通月饼成本不过数十元，由于

“天价”月饼的搅局，这盒月饼到消
费者手上就可能要数百元甚至更
多；隐形受伤的是行业，“天价”月饼

企业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
牛”，追求暴利、扰乱市场，让老老实
实的企业日子不好过；吃哑巴亏的
是环境，“天价”月饼往往热衷于豪
华包装，纸张、木材、金属、塑料等各
种材料都用上，里三层外三层包个
严实，既造成资源浪费、助长奢靡之
风，也违背绿色理念；潜在风险是

“四风”回弹，有些“天价”月饼促销
者毫不忌讳自身产品的定位——送

礼。每到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前夕，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都照例发
出廉洁过节提醒。

谁说只有孙悟空善变？“天价”月
饼亦不逊色。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四部门发布公告，表示要对单价
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
管。随后，月饼市场频频上演“变形
记”。有的标价 499.99元，与 500元
的“红线”仅差 1分钱；有的单价不超

500元，产品运费却要 600元；有的线
上定价 449 元，但注明“拍 2 为 1
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玩的都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聪
明”。

和“天价”月饼斗智斗勇，必须有
谋略、有章法，找到关键的问题和问
题的关键，有的放矢，以期“见血封
喉”。从生产环节上着眼，强化源头
治理；从销售环节上着力，加强市场
监测；从消费场景上着手，线上线下
等量齐观；从行业自治上着墨，发挥
行业协会作用。在日常监管中注意
不要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要
特别关注重点企业、重要场景。比
如，对一些“不听话”“有前科”的企业
重点监测，发现苗头性问题线索之
后，及时督促整改，引导企业依法合
规经营；对重点电商平台投入更多监
管力量，提高监管“在线时长”。当
然，还要狠刹“需求”，紧盯目标客户，
让人不想收、不敢收。

要打“组合拳”，还要“天天练”。
对“天价”月饼整治既要重点发力，也
要绵绵用力，以绳锯木断之功，让月
饼回归大众食品本位。

练洪洋

遏制“天价”月饼莫松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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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当前
一些地方的“小饭桌”存在消防、健康
等安全隐患，缺乏严格监管。

“小饭桌”，即校外托管机构。尽
管眼下多地学校提供了校内托管服
务，但因校内托管不包餐、时长有限
等局限性，许多双职工家庭宁愿把孩
子“打包”给“小饭桌”——“起码管
饭，家长不用折腾”。尤其是在寒暑
假期间，并非所有学校都有条件开办
校内托管服务，不少家庭只能把孩子
交给校外托管。

家长看似省心了，“小饭桌”的隐
患却不小。且不说有些本就是“黑
户”，无证经营是常态，更有“小饭桌”
在家摆几套桌椅就敢开办，松弛感与
风险性一起拉满。就如记者在走访时
发现，有些家庭作坊式“小饭桌”直接
设置在居民楼内，厨房与课室仅一墙
之隔，而且窗外装有铁栅栏，一旦发生
火灾等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校外托管不能“脱管”。有需求就
有市场，有市场也应有规范。无证经
营的“小饭桌”屡禁不止，从侧面反映

出校外托管市场的旺盛需求。对于这
一需求，商家应积极回应，而非浑水摸
鱼。倘若市场失序，让无证“小饭桌”
泛滥，不仅会挤压正规“小饭桌”的发
展空间，也在为行业发展“埋雷”。对
此，相应规范管理应及时跟上。

首先要管得住。应尽快建立健
全相应管理条例，为“小饭桌”设置市
场准入门槛，比如细化人均活动面
积、餐饮质量、人员配置等硬件要
求。其次也要“放得活”。校外托管
的市场需求客观存在，如何有效盘

活，让行业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小饭
桌”看似小，实则涉及接送、看护、餐
饮等多个业务，对应着消防、公安、市
监、卫健等多个部门，若是“九龙治
水”，必然难理出头绪。对此，需创新
管理办法，探索协同监管机制，在压
实各方责任的同时，不妨加强信息共
享，切实优化“小饭桌”的资质审核流
程，做到“管有术、放有道”，“小饭桌”
才能越办越香。

陈文杰

“小饭桌”虽小 监管不可少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食品药品安
全责任体系”。我们要全面把握全会
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的重要改革部
署，完善深化食品安全领域全过程改
革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加快构建
统一权威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为推动我国食品行业高水平安全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随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公
布第二批 62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并与早前发布的 33项清单共
同构建起一个全面覆盖食品生产经
营各业态、各类别的风险管控体系，

这一举措无疑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这一系列
清单的出台，不仅彰显了国家对于食
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更体现了监
管部门在风险管理上的精细化、科学
化、系统化思维。

首先，95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的详细制定，是对食品生产经
营全链条、全环节的深度剖析与精准
把脉。通过明确不同业态、不同类别
食品的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风险
描述及对应的管控措施、目标、频次
和责任人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清
晰、可操作的风险防控指南。这不仅
有助于企业更加科学地识别潜在风
险，还能指导其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
防控策略，从而在源头上降低食品安

全事件的发生概率。
其次，这一清单体系的建立，对于

提升整个食品行业的风险防控能力和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标准化、规
范化的风险管控流程，促使企业在日
常管理中更加注重细节，强化内部管
理，确保每一项操作都符合安全标
准。同时，清单的发布也为企业之间
的经验交流、信息共享提供了平台，促
进了整个行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将食品安全风险
管控要求融入企业现有管理制度、嵌
入日常管理之中，是实现食品安全长
效管理的重要途径。这要求企业不
仅要被动接受监管，更要主动作为，
将风险防控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形成自上而下、全员参与的风险

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食品安全风险的可防可控，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总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一项具
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它不仅为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提供了科学、实用的风
险防控工具，更为推动我国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奠定了
坚实基础。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
里，随着这一体系的深入实施和不断
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能够得到
进一步改善和提升，让人民群众吃得
更加放心、安心。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刘彤

SpeakSpeak

把风险管控融入制度嵌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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