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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预制菜范围

——预制菜应当兼具预制化和菜肴的特
征，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

3月23日是预制菜新规出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了
北京多家餐厅，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受访时都表示知
道预制菜有了新规范，但餐厅多提到目前还未收到具体的
通知，有的餐厅明确不会使用预制菜，有的餐厅回应称如
果店内有不合规的预制菜品，将及时下架并研究出台菜单
预制菜公示等新的管理办法。

在北京环球金融中心的“卖汤”店内，冷藏柜中整齐码放
着腊肠、干贝等各类食材，海鲜酱油、醋等调料一字排开。“我
们不使用预制菜，主打的就是透明公开。”店员对记者说，“各
类食材都是原产地空运至北京，在大厅的冷柜里保存并标注
好日期以供消费者监督。”仔细观察，记者果然在食材包装袋
上看到手写详细生产日期的标签。

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餐厅把“不使用预制菜”作为吸引
客人的重要元素，在店内突出宣传。

“我们店内的菜品是现做现炒，但店内会提前准备配好
的料包，以提高出菜效率。”在唐宫北京希尔顿店，店员对
记者说，“料包都是当天即用，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不存
在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不过，店员对预制菜的范围仍有疑
惑：切好的净菜、批量制作的面点是否算作预制菜？

“预制菜应当兼具预制化和菜肴的特征。”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根据此次新规，中央厨房制作的
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预制菜应突出菜肴属性，仅经清
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
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
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
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此外，预制菜定义中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加热
是指将食品加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即针对已经预加工
熟制的产品在食用前的简单复热。熟制是指经炒、炸、烤、
煮、蒸等将食品熟制的过程，即在预加工阶段并未完全熟
制，需要彻底熟制后方可食用。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
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也
不属于预制菜。这意味着，目前连锁餐厅普遍使用的“中央
厨房”制作菜肴、再配送至各分店的模式，不属于此次新规
所定义的预制菜。

在盒马鲜生线下门店，糖醋里脊、豌豆牛肉粒、三鲜烩鱼
腐等半成品菜颇受消费者欢迎。配料表中，记者并未看到山
梨酸钾、乳酸链球菌素等常用食品防腐剂。“这些半成品菜保
鲜时长都在5天之内，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店员说，“我们的
半成品菜并非简单加工的净菜，大部分食材经腌制，配料比
例统一，消费者买回家按照步骤炒制即可，销量很高。”

“此前，预制菜的门槛比较低，有企业认为把菜冻起来
就能称作是预制菜。”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程力说，“由
于工艺简单、可复制性强，大家都会做，就容易形成不规范
的竞争，一些好企业反倒很难存活下来。”程力告诉记者，为
预制菜产业制定统一标准、进行强有力监管一直是业界期
盼。“预制菜的监管和制定标准为什么难？因为原料太复杂，
一个预制菜可能涉及多个食品原材料、调料，监管起来很有
难度。我们一直期待能从国家层面出台科学、统一的监管政
策和标准规则，这样产业才能更健康地发展。通知的出台给
行业指明了方向，可谓‘及时雨’。”程力说。

推广预制菜明示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符合规
模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要求

对于预制菜，消费者看法不一。有的消费者谈“预”色
变，有的消费者则觉得“味道至上”。

预制菜可大致分为三类：简单复热即可食用的冷冻产
品、需要一定烹饪工具如空气炸锅等的煎炸类食品、对消
费者烹饪技术有一定要求的半成品菜。“这3种预制菜的制
作难度依次递增，便捷程度则依次递减。”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从口感上说，半成品菜最有“锅气”、最好吃，煎炸类食
品次之，冷冻产品对口感的复原度最低。

“我对预制菜的顾虑并不深。”家住上海的95后姑娘贾熙
媛说，“上班太忙，平时自己很少做饭，但是我很喜欢研究空
气炸锅食品，小酥肉、鸡块、烤鸡翅等我都‘囤’了不少，想吃
的时候拿出来不用解冻，用空气炸锅烹饪很方便。只要好吃，
添加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我就不在乎是不是预制菜。”

但是贾熙媛认为，外卖平台上的一些小饭馆中预制菜比例颇
高，宫保鸡丁、牛肉盖饭等菜品口感几乎一致。“之前点外卖
的时候我问过商家是不是预制菜，商家一概否认了。希望新
规的出台能让商家尽快公示菜单中哪些是预制菜，我也好吃
得放心。”她说。

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和选择权，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目前消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
预制菜使用情况，期待餐饮商家公示预制菜使用情况。

北京小伙陈远则对所有的预制菜品“敬而远之”。“我认
为中餐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锅气’。简单复热就能吃的预制
菜，口味统一、没有‘锅气’，怎么都觉得不如现做现炒的好
吃。”陈远说，“除此之外，我还担心预制菜原材料是否健康
安全、添加剂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我不希望口味多元化的中
餐变成工业化产品，失去美食的‘灵魂’。”

为回应消费者对于预制菜食品安全的顾虑，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预制菜应当具备和符合规模
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品生产加工特点和要求，
更好发挥食品工业化优势作用。“企业生产预制菜应当依法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符合国家关于预包装食品法律法规和
标准有关要求，加强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贮
存运输、销售使用全环节的风险管控。”该负责人说，“考
虑到连锁餐饮企业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其自行制作并
向自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应当符合餐
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

——统筹制定严谨、统一的覆盖预制菜生
产加工、冷藏冷冻和冷链物流等环节的标准，明
确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求

消费者在追求快捷便利美味的同时，对预制菜使用防腐
剂十分关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预制菜虽经过工业

化预制，但仍属于菜肴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制过程中一般
不添加防腐剂，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更加符合消费者
期待。

“这也是兼顾产业实际的做法，有助于引领预制菜产
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程力介绍，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
加”“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
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预制菜通过冷
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没有使用防腐剂
技术必要性。“食品安全与添加防腐剂不是‘二选一’。现有
其他食品工艺，足以为预制菜品安全保驾护航，比如速冻
和全程冷链以及包装技术的升级迭代。”程力说，“预制菜
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
等有较高要求，应当加强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管控，不同
类别预制菜应严格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
障食品安全。”

日前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大会上发布
的《2023 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2023 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5165 亿元，同比增长 23.1%，预计到 2026
年有望超过 10720 亿元。

预制菜市场规模庞大，但还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预制菜行业相关标准多以团
体标准、地方标准为主，统一的国家标准尚待补充。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王云阳对记者表示，中国传统
菜系庞大，烹饪技术复杂，依赖厨师的技艺，所以中餐整体
的标准化程度一直相对较低。“这也说明国内预制菜市场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市场的火热也带动国内食品科技
发展进入快车道，食品科技的合理应用将推动预制菜更好
发展。”王云阳说。

《通知》明确，要研究制定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统
筹制定严谨、统一的覆盖预制菜生产加工、冷藏冷冻和冷链
物流等环节的标准，明确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求。业内人
士认为，国家标准为监管部门提供监管执法依据，也为经营
者划定了合规生产经营红线，还为消费者依法维权提供了有
力保障。以前预制菜的概念不够明确，制定统一国家标准也
比较困难，随着有关规则制度的完善，预制菜的概念和范围
也越来越明确，这为制定预制菜国家标准和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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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出台，加强标准化监管——

让预制菜吃得更放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预制菜中不得添加防腐剂、使用预
制菜要明示——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预制菜
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明确预制
菜定义和范围，加强对预制菜的监管。对
此，消费者怎么看？餐厅、超市如何调整？
将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珍惜水资源、提倡节
约用水，这一社会呼吁将
转化为制度规范。日前，
国务院公布《节约用水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
这是中国首部节约用水
行政法规，将于今年 5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 我 国 是 严 重 缺 水
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5%，水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水生态环境安全面临
较大调整。”国家发展改
革委宏观院体改所循环
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德元
说，面对严峻的水资源
短缺形势，着力解决用
水粗放、浪费严重等问
题，构建完善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体制机制尤
为关键。

促 进 节 约 用 水 ，要
先划定用水“红线”。张
德元介绍，长期以来，由
于用水管理不到位，各
地和各类用水主体在用
水时存在随意用水、不
合理抢占水资源等粗放
式用水问题，甚至西北
干旱地区都出现了违规
建设“景观湖”等问题，
给全社会用水安全带来
威胁。针对用水总量控
制，《条例》明确，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
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
地下水控制指标等确定
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
的水量，制定本行政区
域的年度用水计划。

用水强度也要管理
好。近些年，市场上出现
了不少具备节水效用的
水产品，但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尚未形成明确的识别规范。《条例》提出，国家
对节水潜力大、使用面广的用水产品实行水效标识
管理，逐步淘汰水效等级较低的用水产品。国家鼓
励对节水产品实施质量认证，通过认证的节水产品
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条例》抓住用水产品这个‘牛鼻子’，提出实
行水效标识管理制度并开展节水产品认证，让老百
姓能清楚地了解所购产品的节水效果，践行绿色生
活理念。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健全节水标准体系，制
定发布高耗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名录，明确了
广大消费者和相关用水主体节约用水的‘下限’。”
张德元说。

判断用水多与少，要以明确的用水计量为参
考。长期以来，各地无计量粗放用水的现象还大量
存在，有些农村地区农业灌溉计量用水普及率偏
低，“用水多少一个样”严重制约了用水主体的节
水积极性和参与度。对此，《条例》明确规定，用水
应当计量。对不同水源、不同用途的水应当分别计
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灌溉用
水计量设施建设。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
采地区应当限期建设农业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农
业灌溉用水暂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可以采用以电
折水等间接方式进行计量。

针对用水多少的价格机制也将逐步成形。《条
例》提出，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国家建立促进节水
的水价体系，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状
况、用水定额、供水成本、用水户承受能力和节水
要求等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和具备条件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
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农
业水价应当依法统筹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
和农业用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原则上
不低于工程运行维护成本。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的
水价在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协调下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针对部分城市水价长期严重偏离成本、无法
起到促进节水作用等问题，《条例》提出建立水价
形成机制，有利于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节约、
用水需求调节方面的杠杆作用。”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果说。

3月24日，一些学生在江苏省淮安市水利科普
馆听取水系分布、节水知识等有关讲解。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图为云南国际餐饮美食暨预制
菜产业博览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近年来，重庆市梁平区大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集约集聚，形
成 200 多家具有影响力的食品加工企
业。图为该区一家食品公司车间，工人
在生产线上加工豆干产品。

刘 辉摄 （人民视觉）

北京推出 132 处公园赏花片区
本报北京电 （记者潘俊强） 春 光 烂

漫，万物复苏，北京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
花观赏季。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为 了 方 便 市 民 纵 享 灿 烂 春 色 ，全 市 推 出
了 132 处公园赏花片区，总观赏面积超过
440 万平方米，129 项精彩纷呈的春季公
园 文 化 活 动 ，更 是 将 踏 青 赏 花 与 特 色 生
态 文 化 活 动 相 结 合 ，带 来 别 样 的 春 季 出
游体验。

据介绍，随着首都园林绿化建设的持
续 推 进 ，目 前 全市已有各类城市休闲公
园、城市森林、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等各
类公园 1065 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千园之
城，给市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绿色休闲空
间。3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颐和园的西堤早

春桃柳夹岸，将呈现一派春意盎然之景，
万寿山后山即将山桃烂漫，仁寿殿南北牡
丹 台 、佛 香 阁 国 花 台 ，牡 丹 尽 显 国 色 天
香。4 月初，国家植物园（北园）园内的木
兰将盛开，玉树银花，似碧玉雕成。40 万
株 郁 金 香 ，从 3 月 底陆续开放到 5 月初。
7.1 公顷的月季专类园将集中展示 1000 余
个品种、共 5 万余株的地栽月季。4 月中旬
开始，景山公园的 569 种国花牡丹将绘就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
壮美画卷。

与城市中心相比，京郊地区气温相对
较低，春花开放稍晚一些，客流和交通情况
也更为宽松，游览环境更加舒适。通州区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把迎春、连翘、山桃、山杏、
碧桃、樱花、玉兰、海棠等乡土植物与二十
四节气有机融合，打造了立春寻梅、雨水临
塘、惊蛰启户、春分木笔、清明咏风等景观
节点，让游客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房
山区燕山公园春花观赏面积达 1 万平方
米，囊括了郁金香、绣球、鸡蛋花、碧桃、海
棠、玉兰等多个品种，凌空长廊两侧的 3000

平方米牡丹园共有 13 个牡丹、芍药品种，
花期将持续至 5 月下旬。

在欣赏春花的同时，全市各大公园和
风景区还推出了展览展示、科普宣传、义
务植树、森林体验等多种类型的特色文化
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和文化爱好者的
需求。

随着春季的到来，全市各项绿化工程
开始逐步推进。今年市民身边将再添 15 处
城市休闲公园和城市森林、50 处口袋公园
和小微绿地。全市全面提升公园绿地服务
水平，通过完善服务、休闲、体育设施，
为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打造亲近自然的乐
园，百姓身边的绿色休闲空间将越来越
多、越来越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