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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驾出行渐热，高速公
路服务区成为观察社会消费习惯
的一个独特窗口。不少网友注意
到，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车流如
织的服务区里，休息区域吃泡面
的人不少，餐饮区域却门庭冷落，
热气腾腾的饭菜少有人问津，与
川流不息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现象令人费解：驾驶着价格
不菲车辆的旅客，为何不愿意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花费几十元享用
一顿热饭菜？

这种反差，不仅是对高速公路
服务区餐饮商业价值的质疑，也引
发人们对其服务质量与性价比的
反思。

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价
格较高一直是旅客关注的焦点。
一份普通盒饭动辄三四十元，矿泉
水价格也远超普通商店，这种价格
差异并非完全由物流成本所致，更
在于服务区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经
营。相比之下，泡面以其低廉的价
格和便捷性，成为旅客首选。这并
非意味着旅客完全拒绝高品质餐
饮，而是在性价比与就餐体验之间
作出了权衡。

除了价格因素，服务区餐饮
的服务质量也饱受诟病。卫生
质量较差、餐具清洁不彻底、菜
品口味欠佳、服务态度冷淡等问
题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消费者
投 诉 后 得 不 到 及 时 处 理 的 情

况。这样的服务体验，无疑进一
步加剧了旅客对服务区餐饮的
不信任。

要改变“饭菜不敌泡面”的尴
尬现状，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首
先，应优化服务区业主与餐饮租
户的利益分配模式，激励租户提
升服务质量，打破高租金、高价
格、差体验、低销量的恶性循环。
其次，应引入更多市场竞争，让优
质餐饮企业参与服务区经营，实
现优胜劣汰。再次，服务区也应
进行改造升级，让传统服务焕发
新活力。

在挖掘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
商业价值方面，一些地区成功经验
值得借鉴。比如，黑龙江境内的哈
同高速公路得莫利服务区以特色
炖鱼吸引旅客；山东临沂服务区通
过品牌化、特色化经营，满足了不
同年龄层次旅客的需求。这些成
功案例表明，只有真正站在消费者
角度，提供物有所值的餐饮服务，
才能改变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的
尴尬现状。

服务区本质在于服务。改
善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服务，不
仅关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是
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升级的关键
一环。只有让服务区真正成为
旅客愿意停留的驿站，才能充分
发挥其应有的服务功能和商业
价值。

服务区餐饮为何赢不了泡面

不久前，在东部某产粮大县，一家粮食企业收储了一批
水分为20%的玉米，但因工作疏忽、粮食保管不当，数万斤玉
米发霉，损失不小。尽管目前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
粮食总量供需依然处于紧平衡状态，需要引起高度警觉。中
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
国三大主粮全产业链浪费和损失严重，稻谷、小麦和玉米的
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 26.2%、16.7%和 18.1%，约占三大主
粮总产量的20.7%。粮食播种、收割、储运、加工等各环节均
存在一些漏洞，导致主粮浪费积少成多。减少损耗就相当于
增产。对此，需从各环节协同发力，堵上主粮损耗漏洞，既要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也要加强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公众的节粮意识，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和浪费。 （文/时锋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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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
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
完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此举有
利于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更
高效地转化和应用，对于强化农业
科技和装备支撑，进而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技
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并取得较大
成效。2012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
投入 26 亿元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资金，用于支持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2020 年起，增加
至每年 29亿元，不断提升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水平。202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
推广法》进行第二次修正，进一
步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
系的建设方向。在政策持续支
持和引导下，我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过 63%，农业科技创新
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然而，
这与部分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相比，还存在
一定差距。

目前，我国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技推广服务
应用效能不高、人才队伍能力素质
不强等方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率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一步
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多措
并举，打通堵点，进一步完善农技
推广服务体系。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现农业
科技自立自强。农业现代化，关键
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一方面，农业
科技创新应坚持产研结合，以农业
生产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导
向，强化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能
力，建立分工明确、合理有序的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突破不同类
型的农业科技难题。另一方面，完
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畅通农

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到田的应用
通道，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
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
切身感受到农业科技创新为农业
增产增收带来的实质改变，破解
农业领域科技经济“两张皮”问
题。

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深化
农技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成
果能否直接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所用，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能否大面
积推广应用，因此必须有农技推广
服务作支撑。完善“一主多元”农
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以政府公益
性推广服务机构为主体，各类农业
科研机构和教学单位、农民合作组
织、科技型农业企业、科技小院、产
业基地等力量广泛参与，构建融合
互补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提高农
技推广信息化水平，推动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农技推广服务中的应
用，使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智能
化、及时化，提高农技推广服务效
率。

优化农技推广服务人才队
伍，健全专业人才管理机制。高
效的农技推广工作离不开高素质
的农技服务队伍，完善农技推广
服务体系亟需一批专业对口、素
质过硬、踏实努力的推广骨干人
才。吸收优秀人才纳入农技推广
服务体系，有条件地区可以通过

“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
等方式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定
期对农技推广人员开展多种形式
的技术知识培训，在良种繁育、生
物防治、农业机械、农产品经营、
农业生态安全等农业技术领域培
养专门人才。进一步完善符合农
技推广服务人员的岗位考核、职
称评聘、绩效分配、职业补贴等管
理制度，激活农技推广内生动力，
打通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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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农技推广服务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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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公
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
进一步防范“云养经济”领域欺诈风
险的提示。这是继 2024年 9月农业
农村部发布关于“云养经济”领域非
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后，有关部门再
次发布相关提示。此次提示为 4部
门联合发布，显示出合力惩治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的坚
定决心，也让人们对农业产业有了
新认识。

“云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呈高发态势，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发展农业产业的幌子，将正常的农
产品种养、销售包装为投资融资活

动，借助互联网宣传推广，从事违法
犯罪活动。可以注意到，相较先前，
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手段又有“升
级”，从“无中生有”到“移花接木”：以

“农业+科技”为噱头，炒作有机生态、
智慧农业等热点，伪造种植养殖的视
频和图片，虚构或夸大生产场景，宣
称低风险、高收益。这些行为并不以
交付消费者实物为主要目的，重点是
承诺到期后可获得高额回报，但真实
经营模式又难以支撑其承诺收益。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区分正常
的农业生产活动与这些违法犯罪行
为其实并不难。梳理起来，后者的典
型特征是吹得天花乱坠，有的以种养

收益分红、农特产品返还等为诱饵，
吸引公众投入资金；有的利诱参与人
发展下线，涉嫌非法集资、传销等多
种违法犯罪行为。不法分子常常依
托移动应用开展运营，通过网络收付
资金，风险波及范围广、扩散速度快，
资金监管和追踪难度大。这不仅侵
害了公众合法利益，让投资者血本无
归，也损害了农业产业的声誉，影响
了产业健康发展。

其实，有机农业也好，智慧农业
也罢，本身都是农业的一种业态或模
式。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业态模式发
展空间很大，深刻改变着传统农业的
面貌。但是，农产品固有的生产周期

长、价格变化快等特点依然存在，农
业生产经营始终要面对自然风险和
市场风险。这意味着，真正的种植
业、养殖业需要较长周期才能盈利。
对公众来说，对农业要有正确认识，
才能避免上当。要深入了解平台背
后真实的农业产业项目，看有没有专
业的农业经营管理团队，有没有适销
对路的农产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
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被高收益
承诺冲昏头脑。

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农业
不是一本万利、一蹴而就的行业，而
是需要深耕细作的产业，也是能够长
久耕耘的产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来说，只有深知做农业的难，吃得
了农业的苦，才能坐稳农业的船，也
只有把困难和风险预估得大一点，增
强防范意识和做好风险应对，才能乘
风破浪，收获硕果。尤其要注意依法
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超范围经
营或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不与五花八
门、不明底细的“云养经济”平台合
作，不逾法律红线。

乔金亮

防范“云养经济”欺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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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票主打珍珠奶茶的品牌
在海内外不断扩张，珍珠奶茶逐渐走
红，甚至有品牌开出了“珍珠奶茶专
门店”。一直以来，珍珠粉圆都是茶
饮产品中常见的小料之一，如今珍珠
奶茶有了新规定。

继2024年2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2024）（以下简称《标准》）发布之后，
近日，《标准》正式实施，其中提到，脱
氢乙酸及其钠盐在黄油和浓缩黄油、
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焙烤食品馅料
及表面用挂浆、预制肉制品、果蔬汁
（浆）中不得使用，同时该食品添加剂
在腌渍蔬菜中的最大使用量由 1g/kg
调整为0.3g/kg。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是什么？品
质泰州微信公众号科普称，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广谱
类防腐剂，具有安全性、稳定性高等
优点，不受酸碱条件影响，对光和热

也比较稳定，能有效抑制酵母菌、霉
菌和细菌的繁殖。脱氢乙酸及其钠
盐毒性较低，按标准规定的范围和使
用量使用是安全的，但长期过量摄入
会危害人体健康。

这又和珍珠奶茶有什么关联
呢？实际上，作为茶饮产品中常见的
配料之一，奶茶中的配料“珍珠”因属
于淀粉制品，也将禁止使用脱氢乙酸
钠。据咖门报道，目前茶饮市场上

“珍珠”小料分为常温珍珠、冷冻珍珠
和快煮珍珠三种，其中常温珍珠和快
煮珍珠含有防腐添加剂。此前，就有
媒体报道称有奶茶店因销售的珍珠
粉圆含有脱氢乙酸抽检不合格。新
规的出现也意味着，若是 2月 8日后
生产的珍珠含有脱氢乙酸钠，恐怕会
面临处罚。

对此，记者采访了多家连锁茶饮
品牌，对方均表示所售产品符合规
定。在新规出台后正式实施前，便有

品牌更换供应商，生产珍珠的企业也
有更换配方的情况。例如，去年 11
月，广州贵师傅食品有限公司就发文
称，随着国家卫健委出台新的食品添
加剂标准，相关事件引发关注。脱氢
乙酸钠虽是低毒性的食品保鲜防腐
剂，但超量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危
害。因此，贵师傅研发并更新了“0脱
氢乙酸钠”版本的珍珠粉圆。

类似的举动或许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倒逼行业进步。广州眺远营销
咨询公司总监高承飞指出，《标准》的
实施将迫使相关企业调整珍珠粉圆
的制作工艺，寻找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的替代品以确保食品安全，这无疑会
增加生产成本。同时，为保持珍珠的
口感与品质，企业可能需要投入更多
资源进行研发，探索新的保鲜技术。

一些小型或技术实力不足的企
业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研发与生产
成本而被迫退出市场，而拥有强大研

发能力和供应链管理的大型品牌则有
望借此机会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巩
固市场地位，从而加速行业的洗牌。

在茶饮品牌纷纷聚焦健康品质
升级的当下，食品安全已成为品牌发
展的驱动力，珍珠产品虽只是茶饮众
多配料中的一环，但其质量把控却不
容小觑。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
始人詹军豪认为，茶饮品牌要严格把
控原料质量，选择符合标准的珍珠粉
圆供应商，确保合规。同时，品牌还
需积极研发创新，寻找更健康天然的
保鲜方式，如利用天然植物提取物保
鲜。在营销上，突出产品的健康、安
全特性，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追求，
提升品牌形象。另外，品牌还要注意
加强员工培训，使其熟悉新规和产品
调整内容，避免因操作不当引发食品
安全问题，维护品牌口碑。

张天元

珍珠奶茶小料面临最严添加剂监管

日前，在呼和浩特台阁牧铁通物
流园内，正面吊开足马力，将满载牛
奶的集装箱装入停放在货物线的火
车上。这批 1108吨的优质鲜奶搭乘
火车一路南下，2天后抵达河南省漯
河市，保障当地市场的物资供应。（人
民铁道报）

春节期间，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奶罐”的新鲜牛奶成为年货的重要
选择。草原铁路结合近期牛奶集装
化、大批量发运的实际，通过定制牛
奶班列运输方案，有效缩短运输时
长，把优质牛奶高效快捷地运到全
国各地，为团圆餐桌带来浓浓鲜奶
味。

“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在中国铁
路发展中得到体现。“牛奶班列”具
有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等特
点，运输全程不摘挂、不解编，实现
牛奶一站式抵达，不仅丰富了老百
姓的餐桌，更促进了区域经济互
动。铁路部门积极主动与客户及车
站对接班列的到达在途情况，做好
运输组织相关工作;对班列运送牛
奶优先组织卸车、入库、分拨，为乳
品企业定制班列运输方案，实现各
环节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留牛奶
的鲜度。

铁路运输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赢得市场。“牛奶班列”减少运输成

本，加快货物流通，让企业“有账算、
有利图”，帮助企业节约运输成本，提
高运输时效，利国利企利民。缩短了
城市间的距离，也为美食的传递插上
了翅膀。更重要的是给消费市场注
入了新动力、新活力，还给广大的消
费者打开了心之所望的新图景。

科技创新助力优质物产“走出
去”。该中心采用 40英尺隔热集装
箱装运牛奶。这种集装箱的箱壁采
用导热率低的材料隔热，配备有机械
式制冷装置调节箱内温度，能够为乳
制品提供适宜的恒温运输条件。他
们组织人员仔细检查集装箱角件落
槽、箱体外状、施封情况，加强安全检

查，确保乳品运输安全。科技兴则民
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激发创新活
力和内生动力，加速新质生产力建
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依托科技手段，让铁路时速提
效，优质物产“走出去”，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更强。

物畅其流，彰显活力与生机。“牛
奶班列”的开行见证着中国大地上澎
湃的经济动能，一趟趟货物的发送，
勾勒出“物畅其流”的活力景象，每一
列开出的班列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动能。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李文斌

SpeakSpeak

“牛奶班列”让优质物产“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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