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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上海市闵行区莲花

国际广场熙熙攘攘，羊肉面馆老板刘少勇忙得

脚不沾地。

“今儿有‘拍黄瓜’吗？”

“有的，有的，刚卖了两份。”刘少勇边摆碗

筷边搭腔。

他从后厨操作间端出一盆新鲜的黄瓜，然

后指了指墙上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笑嘻嘻地

说：“昨天刚领的新证照，增加了冷食类食品制

售（仅简单制售）的经营许可。有了它，总算可

以放心地卖‘拍黄瓜’了。”

一张新证照，一份“拍黄瓜”，上下倾注了

关心。

一段时间以来，从国家层面到上海市级层

面，先后出台了给“拍黄瓜”等简单食品制售行

为优化许可的规定。这项“微改革”，减轻了小

型餐饮店的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

家常菜遇到烦心事
监管人员也常常左右为难

“拍黄瓜”，普通的一道菜，合法合规经营

却比想象中难得多。

去年年底，应顾客需求，刘少勇把“拍黄瓜”

端上了餐桌。没想到卖了没几天，几位“顾客”

走进餐馆，对着菜单就是一顿拍照。过了两天，

刘少勇就接到了被投诉违规经营的通知。

原来，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2019 年 1 月

颁布实施的《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

法》，申请冷食类食品中生食果蔬制售的，应当

设立符合要求的操作专间（专用操作场所）。

日常执法时，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一般是对

照专间的标准要求：独立控制的空调设施、工

具清洗消毒设施、专用冷藏设施、空气消毒设

施，甚至连进出专间的门，都要求是易清洗、不

吸水的坚固材质……

“这得投入多大成本？一份‘拍黄瓜’只卖

10 元 、8 元 的 ，小 本 经 营 哪 需 要 这 么 大 的 排

场。”刘少勇说。

节省了前期的投入成本，就需要面对后续

的经营风险。“我最担心的就是‘无事生非’的

职业举报、职业索赔。怕什么来什么，还是被

盯上了，被罚了 2000 元。”刘少勇说。

闵行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李进说，一段时

间以来，职业举报、职业索赔屡屡发生。每次

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有举报必受理，严格

执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另一方面，很多小

餐馆搭建专间确实有难度。他坦言：“场地条

件受限的问题、建设资金的问题、投入回报的

性价比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罚

不罚、怎么罚，我们经常也是左右为难。”

考虑到是首次轻微违规，刘少勇最终被处

罚了 2000 元。经历了这次被职业举报，他家

的羊肉面馆索性用胶布遮上菜单上的“拍黄

瓜”，不再卖了。

日常生活中，和刘少勇有类似困扰的餐饮

店有很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的一个

商城里，一家特色小吃连锁店的老板姜培军向

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门店现有布局，很难再

辟出十几个平方米的场地，就算租到地方做专

间，一年租金就得几万元。配齐各种各样的设

备，还要投入几万元。这需要卖多少份‘拍黄

瓜’才能赚回来？！”

“‘拍黄瓜’咋就这么难！顾客、饭馆两头

都不开心。”姜培军的一句话，道出了广大餐饮

店的心声。

专间还是专区
既要防止“一管就死”，也要注

意“一放就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拍黄瓜”问题

一度引起各方关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营安全监

督管理司深入一线调研，了解经营主体诉求，

把脉政策制度需求。新修订的《食品经营许可

和备案管理办法》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公布，同

年 12 月 1 日施行，明确规定食品经营者从事解

冻、简单加热、冲调、组合、摆盘、洗切等食品安

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

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审查内容。

据此，去年 8 月以来，上海市市场监管部

门学中干、干中学，采取市场调研、政策研究、

专家座谈等一系列方式，探索破题之策。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黄丽

瑢、副处长王玮娟介绍，食品安全问题历来强

调风险管控，生食类食品风险高，热食类食品

风险低，冷食类食品的风险系数居中。因此，

早些年的相关制度规定，冷食类食品的制售应

当设立符合要求的操作专间（专用操作场所）。

“这个括号是‘或者’的意思，可以是专间，

也可以是专用操作场所，就是常说的专区。”黄

丽瑢介绍，经调研发现，该规定落实到实践中，

容易出现两种问题。一是很多基层单位本着

“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严管理，结果就是“刘

少勇被罚 2000 元”的案例经常发生，餐馆叫

冤，顾客也不认可，“职业打假人”得利。二是

不同辖区之间的执法标准不一致，导致“同案

不同判”。一次座谈会上，一家餐饮连锁店老

板反映，他家的门店设立的都是专区。结果，

一个辖区的门店被罚了，另一个辖区的门店可

以正常经营。

“问题发生在执法监管端，暴露出来的病根

在制度设计端，这一规定确实有些笼统模糊

了。发现问题就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

负责任的态度，才是该有的担当。”黄丽瑢说。

那么，“拍黄瓜”到底是设专间还是专区？

如何科学明确地设定许可条件？在王玮娟看

来，“既要防止‘一管就死’，也要注意‘一放就

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守护‘舌尖上的安

全’和守护城市烟火气两者统筹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

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

智慧……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列出一系列课题，

反复研究论证，比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如

何达到验收标准”“降低许可门槛是否会影响

食品安全”“如何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更

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等。在

统筹评估各方面情况后，直抵破题源头，认为

商家有期盼、顾客有需求，并且设立专区也能

较好满足食品安全要求，应当对“拍黄瓜”制售

行为许可进一步优化。

紧接着，在“如何优化许可”的问题上，上

海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对照国家层面关于“简

单制售”的相关规定，分级分类推行精细化管

理，减少政策制度“模糊地带”，将冷食类食品

细分为多个种类，明确冷加工糕点制售、冷荤

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三类经营项目仍

然保持操作专间的要求，植物性冷食类食品

（不含非发酵豆制品）制售行为，如“拍黄瓜”，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申请简单制售经

营项目，设置专区即可。

“为了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我们下足了

笨功夫、硬功夫，不知做了多少次市场调查、开

了多少次分析论证会。电脑存档的制度文件

草拟稿就有 40 多份，真的是字斟句酌，确保精

准可行。”王玮娟说。

今年 5 月 10 日，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经

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正式施行，餐饮

店“拍黄瓜”的门槛终于降低了。黄丽瑢说：

“从专间到专区，一字之差，贴近了大众预期，

呵护了市场活力。通过这件事，我们也进一步

领悟到，让老百姓满意，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监管为了服务，服务也是监管
经营政策松绑了，食品安全不

能放松要求

后 厨 操 作 间 ，辟 出 一 块“ 冷 食 专 区 ”，台

面上、橱柜里盘碟摆放整齐，麻酱、红油、蒜

泥 等 一 应 俱 全 ，旁 边 还 有 一 个 冷 食 专 用 的

水池。

这是记者在一家牛肉面馆里看到的场景，

这家面馆也已于 5 月 15 日领取到了最新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明确增加了“冷食类

食品制售（仅简单制售）”。

“不用再考虑花大价钱建专间了，新规定

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这家牛肉面馆

的老板王武说，“经营政策松绑了，食品安全不

能放松要求，尤其是干餐饮的，顾客吃得放心

最重要。我们严格要求厨师穿戴好帽子、口

罩、围裙、手套，保持后厨干净整洁。市场监管

人员也经常上门服务、现场指导，帮我们把好

食品安全关。”

餐饮店有获得感，基层执法人员也拍手叫

好。“现在明确设有专区即可，执法标准统一

了，职业举报、职业索赔再钻制度的空子就难

了。我们的执法压力也小了很多，有了更多时

间和精力服务广大经营主体。”上海市静安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是最好的监

管，更能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

如今，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和备

案管理实施办法》，既有标准要求的“松绑”，又有

审批流程的“优化”，推出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

包括支持多种业态混合经营、对“互联网+明厨

亮灶”的小型餐饮店等免予现场核查等。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有一家门店，5 月 21
日 获 得 新 的 证 照 后 ，一 下 子 就 多 了“热 气 小

灶”、果昔机等。

“现在提交材料两三天后就可以拿到证

照。”证照办理负责人沈羚琦告诉记者，“以前

提交材料、现场核查，来回跑，拿到证照至少需

要 15 至 20 个工作日。我负责办证 20 年了，我

最大的梦想就是大大精简审核流程、缩短办证

时间。”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据统

计，截至 6 月 10 日，上海市颁发新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 9912 张。其中，增加、新办冷食类食品

制售（仅简单制售）项目的，共计 234 张。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小

型餐饮店的经营需求，研究更多符合实际、贴

近民意的政策，提供更多暖心的服务。

市井藏百味，满满烟火气。就在记者准备

从羊肉面馆离开时，老板刘少勇还俏皮地办了

一个“揭牌仪式”——撕掉贴在菜单“拍黄瓜”

上的胶布，“今后不仅可以卖‘拍黄瓜’，还提供

盐水毛豆、蔬菜拼盘，欢迎光临！”

以工作作风转变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从上海市优化“拍黄瓜”经营许可看“微改革”激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张 洋 林丽鹂 季觉苏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拍黄瓜”经营许

可进行优化，这项“微改革”的背后，是优化营

商环境这篇大文章。

近年来，“一枚印章管审批”、杜绝“奇葩证

明”、“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各地

以改革的精神，以权力的“减法”、服务的“加

法”激发市场的“乘法”，有效降低了各类制度性

交易成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提升企业

和群众的获得感。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研究制定改革举措

必须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必须重质量、讲实

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商家卖

不了“拍黄瓜”，顾客吃不上“拍黄瓜”，事情虽

小，却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把这

些“关键小事”当成自己的“心头大事”，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摸清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牢

牢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改革举

措，完善政策制度，进而把改革抓实、把实事办

好 ，以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效 解 难 题 、惠 民 生 、促

发展。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改革面临的问题，

既有涉及机制体制的“大问题”，也有牵扯细枝

末节的“小问题”。把这些“小问题”妥善处理

好，同样可以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我们要用全局的眼光、严谨的态度看待“小问

题”，从细微处入手，向精细化迈进，把一个个

具体问题研究透、解决好，切实把改革引向深

入。这也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即便是“微改革”，

只要是用心用情干、扎扎实实干，就会取得实

效、造福百姓。改革呼唤更多的行动派、实干

家。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

花椒种植是四川雅安

汉源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支柱产业。

在 海 拔 2300 米 的 清

溪镇同心村，有不少树龄

超 过 150 年 的 花 椒 古 树 ，

这些古树对研究花椒的优

良基因具有重要的科学和

历史文化价值。

近日，椒农们忙着为

地里的花椒树除草施肥，

他们劳作时的欢歌笑语从

田野飘来。

站在同心村自家花椒

地里，67 岁的李光全指着

一 排 排 花 椒 古 树 对 记 者

说：“这些古树是我们家一

代一代传下来的，我年纪

大了，养护管理跟不上，心

里有些愧对它们。现在有

了政府的保护和专家的指

导，我们的花椒产量不仅

提升了，品质和市场价格

也明显提高，这些古树成

了 我 们 家 庭 经 济 的 主 要

来源。”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龚

伟表示：“汉源花椒树的主

干 直 径 一 般 只 有 10 多 厘

米、寿命三四十年，这些花

椒古树对当地的气候和土

壤有较强的适应性，保存

着与普通花椒不同的生物

信息，承载着丰富的遗传

多样性，为花椒树种的繁

衍和进化提供了宝贵的基

因资源。”

为了保护这些花椒古

树，汉源县检察机关积极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

诉讼专项行动。

2022 年 10 月 9 日，汉

源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向 当 地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发 出 了 检

察建议，督促各部门联合

履职，加强花椒古树的保

护和管理。

修枝、刷白、施肥、垒

土，专家现场指导……经

过细心管护，古树枝繁叶

茂、鲜椒满树，神采奕奕释

放百岁活力；花椒古树种

质资源通过嫁接和采种种植方式在省级花椒种质资源库

保存，推动国家级花椒种质资源库建设，库内开辟专门场

地保存古树种质资源。

为了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乡村全面振兴，汉源县人

民 检 察 院 组 建 了“ 花 海 果 乡·阳 光 护 航 ”办 案 团 队 ，通

过“四大检察”综合一体的方式，为花椒品牌保护提供

了有力的司法支持。 2023 年，该院提前介入并办理了

销售假冒伪劣化肥案 3 件，涉案金额高达 700 余万元，

这一行动有力地维护了椒农的利益，确保了花椒种植

源头的品质。

同时，汉源县人民检察院还促进当地完善《“汉源花

椒”证明商标管理办法》和《“汉源花椒”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及证明商

标的授权使用。目前，已有 34 家企业获得了正式授权，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汉源花椒的品牌价值，也为当地农

民的持续增收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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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向某某与某公司签署《养老机构服务合同》，

约定某公司为向某某提供养老服务，向某某已预缴养老

费 3 万余元。

合同签订后，向某某前往合同约定的位于重庆的养

老基地居住生活。第二年，该基地暂停经营，向某某被安

排至云南、四川等地居住。之后，向某某返回重庆，没有

再接受养老服务。向某某起诉请求退还未消费的养老服

务费用。

审理法院认为，向某某与某公司形成的服务合同合

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某公司频繁变更提供

养老服务的地点，给向某某带来不便，亦违反合同约定，

向某某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养老服务费用，

遂判决某公司退还养老服务费 1 万余元。

【说法】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法官表示，本案中，养老机构因自身经营不善，在合

同约定的养老基地暂停经营后，将老年人安排至云南、四

川等地，使得老年人频繁奔波，违背老年人接受养老服务

的初衷。

养老机构未基于老年人身心特点和实际需求适当履

行合同，老年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未消费的预付

款。审理法院以本案为示范，通过释法说理，诉前成功化

解了同类涉众型养老服务合同纠纷百余件，实现了良好

的诉源治理效果。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本报记者亓玉昆整理）

养老机构频繁“变卦”

老年人有权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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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商户正在制作商户正在制作““拍黄瓜拍黄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季觉苏季觉苏摄摄

图图②②：：商户展示商户展示新新证照证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洋洋摄摄

图图③③：：空中俯瞰上海黄浦江两岸空中俯瞰上海黄浦江两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方方 喆喆摄摄

图图④④：：企业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闵行企业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闵行

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窗口申请办理食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窗口申请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品经营许可证。。 许雪莲许雪莲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沈亦伶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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