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鲜四季豆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
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专家提醒，四季豆
等豆类含有皂素和红细胞凝集素，如果烹
饪不当，极易引发中毒。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刘兆平介绍：“预防四季豆中毒的最好方
法就是充分烹调，确保烧熟煮透。”皂素和
红细胞凝集素都可被高温破坏，充分煮熟
后可以放心食用。

（新华社发勾建山作）

安 全 食 用安 全 食 用

□吉蕾蕾

坊间杂议

Talk

近日，京东正式宣布启动外
卖业务，并开启“品质堂食餐饮商
家”招募计划。消息一出，引起了
多方关注。一方面，京东外卖现
阶段的零佣金政策，对餐饮商家
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品质”
正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提升
餐饮外卖品质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怎样进一步创新餐饮消费场
景、推动餐饮外卖找到生态共赢
之道，是当前提振消费的有力增
长点，值得深入思考。

足不出户，一键下单，热乎乎
的饭菜、加冰的柠檬茶即刻就能
送货上门。便捷生活的背后，是
我国外卖行业多年来的蓬勃发
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
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数
据，中国网上外卖用户 5.45亿人，
市场规模约 1.2万亿元，平均每天
花在外卖上的消费近 33亿元。可
见，外卖不仅在为我们的日常生
活提供助力，还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的重要力量。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城镇化水
平持续推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
增长，无暇下厨做饭的城市居民更
愿意为便捷的外卖服务买单。特
别是新一代青年群体，他们成长于
互联网时代，更加热衷为便捷、高
效的消费体验付费，一定程度上也
加速了餐饮外卖市场的繁荣发
展。当前，餐饮外卖服务已覆盖全
国2000多个县城，仍在持续向偏远
县域和乡镇下沉，市场规模可观。

从供给侧来看，美团、饿了么
等外卖平台不断迭代算法技术，
拓展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从最初
的快餐、小吃，到如今的正餐、甜
品、鲜切水果、下午茶、夜宵……
伴随多元品类需求挖掘，餐饮外
卖潮汐性特征减弱，订单结构逐
步向全天迈进，服务场景也更加

丰富。比如，在北京八达岭长城
南城延长线观光，渴了饿了，点个
外卖，无人机 5分钟就能送达；周
末去郊区露营烧烤，手机预约下
单，新鲜的烧烤食材在骑手的呵
护下，可能会在你之前就抵达露
营点。这些创新的服务措施，不
仅打破商家原有的销售半径限
制，也有效释放了公众消费潜力。

民以食为天。一直以来，人
们对餐饮外卖的消费态度始终积
极，但并非没有隐忧。频繁被曝
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走街串巷的骑手，风驰电掣地与
时间赛跑，逆行、超速的行为仍然
屡见不鲜；面对“增量不增收”的
经营压力，餐饮商家对外卖平台
的佣金、订单流量更为敏感。便
捷、高效的外卖服务，关系商家、
骑手、消费者各方利益。因此，在
餐饮外卖这条产业链上，生态共
赢至关重要。

当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对用餐环境、菜品口味、性价比
都有了更高追求。这个时候，餐饮
商家还一味追求低价竞争，在餐品
质量、食品安全上把关不严，显然
不利于餐饮业长久发展。餐饮商
家在专注菜品质量的同时，也要大
力发展“数字+餐饮”提升创造力，
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用餐体验。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如何满
足消费者需求、助力餐饮商家经
营、保障骑手权益则是赢得市场
的核心要素。既要携手餐饮商家
加快数字化转型，丰富产品供给，
探索开设更多外卖卫星店、浣熊
食堂等外卖业务，又要持续优化
算法技术，畅通骑手配送路径，完
善福利待遇体系，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如此，餐饮商家有了订单
流量的支撑，骑手有了更多奔跑
的底气，消费者也会有更加丰富、
便捷的餐饮外卖体验。

构建餐饮外卖共赢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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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之
一。美丽乡村既是美丽中国的底
色，也是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生态
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近期印发了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建
设村庄干净整洁、农业绿色低碳、
生态环境优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乡村，到 2027年美丽乡
村 整 县 建 成 比 例 达 到 40%，到
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从黑臭水体整治、厕
所革命到畜禽粪污管理等措施的
落实，广大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然而，我国村庄量大面广，东西南
北发展差异大，有的偏远区域农村
环境仍然存在短板。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生态工程，
更是民生工程，重点在于解决农民实
际生产生活的痛点问题，提升其生活
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美丽乡村建设仍需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农村环境处
理设施的欠账，在一些偏远乡村，
污水、垃圾、养殖污染等仍是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
比如旱厕改造了，但污水处理设施
不全，污水排放到河道里；垃圾装
桶了，但收运转运没跟上，结果又
堆在了村里某个角落。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质量，需要尽快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合理采用纳入城镇管网
处理、集中处置、资源化利用等模
式，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应治尽治；
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

理的收运处置体系，探索整合再生
资源利用或垃圾分类回收平台，在
偏远村镇建设焚烧处理设施等。

农村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长
期性，决定了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依
靠短期运动式的整治行动，而需要
系统性治理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注
重源头治理和全过程管控。比如
保障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常态
化运行，就要明确设施管理维护责
任主体和经费来源。这不仅需要
硬件设施的投入，更依赖居民环保
意识的增强和踊跃参与。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方面，可以通过推广绿
色农业技术，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让农民从中获益，实现政
府、企业和农民共同参与绿色农业
实践。比如在云南省大理州洱海
流域，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建
立了畜禽废弃物全收集系统，经过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转化为
有机肥料等，实现了多赢。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要充分发挥
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意
愿。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致，推进
环境治理和改造不可“一刀切”，应
选择农民可接受、与当地相适应的
措施。在推广绿色低碳农业时，要
保障农民收入，确保农业绿色发展
与农民增收同步。引导农民参与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不仅
能够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还能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
广大农民在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中
收获了幸福感和获得感，才能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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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短板建好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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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GB
2760—2024）等4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和6项修改单。从今年2月8日起，
食品添加剂新国标正式实施。

在新国标正式实施前的新闻评
论区里，一些网友留言，“强烈要求国
家禁止添加剂的生产及应用”“告别
添加剂，迎接健康美食新时代”。伴
随着更多的人对食品添加剂过度使
用表达担心，近年来，“零添加”食品
在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很多食品商
家也强调自己的产品“无添加”。通
过这种现象可以发现：多种因素的干
扰，导致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的认知
出现单一化的倾向，与科学理念产生
冲突。

市场监管总局曾就食品添加剂
发布一段科普视频。从视频中可知，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历史悠久。
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可以提升食品
质量和安全水平，使食品更安全、更
耐储存、更好吃，有助于健康。无论
是天然提取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
加剂，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
并按标准规范使用，其安全性并无高
下之分。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部门
对食品添加剂一直实行严格的准入
和淘汰机制，过去发生的一些食品安
全事件，往往源于违规使用非法添加
物或滥用食品添加剂。因此，食品添
加剂“零添加”只是“听起来很美”，实
际操作起来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这些年，针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
一直存在。一些消费者缺乏对食品
添加剂功能、分类及安全标准的全面
认知，看不到食品添加剂在防腐、保
鲜、改善口感等方面的作用；忽视剂
量等因素，将食品添加剂与有害直接

挂钩，认为“零添加”就等同于安全。
这种单一化的认知，与信息爆炸

时代网络传播的信息碎片化、非专业
科普泛滥等不无关系。比如，短视频、
社交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一般讲究

“短平快”，很少系统性传播健康知识；
算法推荐导致信息“茧房”，网络平台
根据用户偏好推送内容，致使关注食
品安全问题的用户反复接收负面案
例；有关食品添加剂的谣言往往利用
情绪共鸣快速传播。而部分商家利用
消费者焦虑，打着“零添加”的噱头进
行营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

对食品添加剂认知的单一化，本
质上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消费者的认识从“吃饱”
转向“吃好”，更关注饮食对健康的影
响，这本是一件好事。信息爆炸从某
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消费者更方便地
获取健康知识。但从“要健康”走向

“知道怎么做才能健康”，消费者仍需
得到帮助，弥合自身认知与科学理念
之间的差距。

弥合这种差距，提高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治理的参与度很重要。从
2020年开始，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
安全“你点我检”活动。今年 1月 2
日，市场监管总局推出的全国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
系统正式上线。消费者直接提出需
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抽检，及时向
社会公布抽检结果，并对不合格食品
进行核查处置。这对于帮助消费者
化解误解、消除信息不对称，是一种
很好的方式。

让消费者“吃得明白，活得健
康”，需要帮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认
知，而不是被某个标签牵着鼻子走。

刘也良

听起来很美，“零添加”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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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抗炎饮食”成为
众多追求健康生活人士的新宠。然
而，在“抗炎饮食”受到热捧的同时，
人们也需要保持理性，科学分析其真
实效果，避免盲目跟风。

通过饮食调整来预防和控制慢
性炎症，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抗炎饮食”适合每
个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营养需
求各不相同，适合别人的抗炎食谱未
必适合自己。比如，一些果蔬汁虽然
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但对于脾胃
虚弱、体质寒湿的人来说，可能会造

成肠胃不适，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健康
问题。此外，“抗炎饮食”不能替代医
疗手段，公众不能指望靠其治愈与慢
性炎症相关的疾病。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抗炎饮食”
呢？公众可以借鉴“抗炎饮食”的一
些健康理念，如增加新鲜果蔬的摄
入、减少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等，这
些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也可参照

“抗炎饮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确保营养均
衡、全面，切不可过分依赖“抗炎饮
食”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健康因素。

适量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良好的心
态等，都是保持健康不可或缺的因
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22）》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科
学、实用的饮食参考。该指南强调食
物多样、合理搭配的重要性，并给出
了具体的膳食宝塔模型，有助于人们
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平衡膳食的理
念。“抗炎饮食”更像是一种具体的饮
食策略或方法，而平衡膳食则是一种
更为全面、长期的健康生活方式。

“抗炎饮食”作为一种新兴的饮

食方式，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但是
公众切勿盲目跟风，而要在追求健
康的过程中保持理性、科学的态度，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饮食
计划。

通过平衡膳食、适量运动等多
种方式来综合调控身体能量平衡，
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健康之道。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健
康饮食带来的益处，减少慢性疾病
的困扰。

王琦

切勿盲目跟风“抗炎饮食”

从山东老家返京前，亲戚再三叮
嘱，要我带上农特产品。暗自嘀咕，
还能有啥？生姜、大葱，还是花生、芹
菜？让人意外的是，两箱泡菜包装严
实、品质上乘。“大白菜都是自家种
的，要出口韩国的咧！”客气之余，难
掩自豪。

老家是传统农业大县，白菜几乎
家家都种。以前，这一用来过冬的“主
菜”，藏在地窖里容易坏，拿到集市也
卖不上价钱。受益于当地泡菜产业的
发展，白菜不再只卖“白菜价”，身价可
涨3到8倍，还成了创汇的主力。

一“泡”而红，重点在“目光四
射”。产业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资源
优势是基础，因地制宜是方法，关键还
得跳出一隅找定位，打开视野去探索。

以山东平度仁兆镇为例，这里水
土资源优质，蔬菜种植历史悠久，为
产业扎根提供了“土壤”；营商环境的

改善，给产业拔节带来了“水和空
气”。但如果只盯着一个乡镇、一个
市县谋思路，白菜就还是白菜。

仁兆镇的菜农菜企关心韩国物
价、关注太平洋台风，笑言“是挣着白菜
的钱，操着十几个国家的心”。正是主
动拥抱全球产业链，以己之长补他人
之短，当地的特色产业实现了从农业
到工业、从县域到国际的重要转型。
如今，该镇泡菜企业每年创造大约1.5
亿元产值，产品畅销十几个国家。

将思路延伸，甘肃天水的花牛苹
果、陕西的柞水木耳……这些农村产
业的大发展，无不是由特色起家、于
大局着眼，在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
实现了产业的跃升。由此，更能领悟

“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
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
纵深的重要方面”。

成形起势，总少不了“几把刷

子”。地还是那块地，菜怎么就摇身一
变，卖上好价钱、卖到国外、卖出底气？

标准是依托，品质是保障。无论
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还是出口国际
市场，都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
必须摆脱粗放发展，追求精益求精。
从选种、种植、收获，到腌制、拌料、预
冷，每一道程序都要严格管理温度，
确保菌落总数符合标准。一棵大白
菜的“身价”，正浓缩于此。

因而更能理解，为何“藏粮于技”
与“藏粮于地”一样重要。从白菜到
泡菜的蝶变，有育种的优化，也有田
管的改良；有环保、消防的全面考虑，
也有贸易、物流的精细运营。得益于
科技的赋能加持、深加工的延链补
链，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产品突破“微
笑曲线”的底端束缚，越来越多的农
业企业实现了从产业链低端到中高
端的“骐骥一跃”，淬炼出更强的市场

竞争力、更充分的议价定价能力。
乘势而上，“东风”也不可或缺。

泡菜产业兴旺，顺势带火了“蔬菜经
纪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每天
忙的就是“种全国、买全国、卖全球”。

怎么实现的？因为市场相通、规
则相联、产业相融。青岛海关即报、
即检、即放，助推特色农特产品加速

“出海”；蔬菜直采直发、冷链运输，实
现从产地到餐桌的高效闭环。从田
地里的一棵白菜，到餐桌上的一道泡
菜，再到港口码头的一派繁忙……新
发展格局的效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红利，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在泡菜产
业的茁壮成长中得以具象化体现。

返程路上，不经意间瞥见“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的
标识。很难想象，“高大上”的招牌，
与一棵普通的白菜会产生如此剧烈
的“化学反应”。有理由相信，当更多
地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产业优
势深度耦合，我们迎来的将不仅是几
种农特产品的发展跨越，更是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盛玉雷

Speak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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