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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中
德气候变化和绿
色转型对话合作
机制首次高级别
对话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郑栅洁、
德国联邦副总理
兼经济和气候保
护部部长哈贝克
以及中德双方 10
多个部门代表参
加。“首次高级别
对话”达成了怎样
的成果？记者进行
了采访。

在 中 欧 当 前
出现贸易摩擦的
背景下，这次对话
的基调很受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明确表示，本次对
话旨在落实两国
领导人就加强中
德气候变化和绿
色转型对话合作
重要共识，扎实推
进政策交流和务
实合作。

从 当 天 情 况
看，达成的5项成
果 充 分 体 现 了

“合作”这一关键
词：双方在机制
框架下启动绿色
转型中德省州合
作，国家发展改
革委与德国相关
部门分别达成中
德 能 效 工 作 组
2024 年工作计划
及《落实〈中德循
环经济和资源效
率 对 话 行 动 计
划〉的 近 期 活 动
要点》，工业和信
息化部与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成立中
德工业减碳工作组，国家节能中心和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启动中德重点领域能效提升示范项
目合作。

对于中德来说，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合作
并非刚起步。1994 年，双方就已签署过 《环境
保护合作协定》，此后一直在推进更多合作，如
碳排放核查试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碳市场
机制等领域合作，在中德能效合作框架下实施
中德城镇化节能示范项目等。

正是通过相关合作，中德双方发展在多个
方面从中受益。自 2016 年开始，中德两国合
作实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累
计为水泥、陶瓷、造纸等行业企业提出能效
改进措施 97 项，每年可实现节能约 16.93 万吨
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4.02 万吨。实
施中德能效网络小组项目，在中国江苏太仓
中德产业园 10 余家中德企业组建能效网络小
组，合作挖掘节能潜力，5 年内实现节能 4000
万千瓦时。会上，不少代表认为中德双方在绿
色合作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未来还有广阔
空间，而且这不止于中德之间，中欧双方亦是
如此。

推进绿色合作需要依托本国发展。记者
注意到，在本次启动的绿色转型中德省州合
作中，中方参与合作的分别是江苏省、四川
省。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两个省分别位于中
国东部和西部；从绿色发展情况看，二者在
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等方面
各有优势， 表 现 不 俗 。 而 这 两 个 省 的 发 展
背 后 ， 正 是 这 些 年 中 国 在 全 国 范 围 大 力 推
进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发 展 所 做 的 努 力 及 取 得 的
成果——

构建全球最系统完备的碳减排顶层设计和
政策体系。国家层面出台了做好“双碳”工作
的意见和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两个顶
层设计文件，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各部门制定
了 12个分领域分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
技、财政、金融、标准、消费等 18个支撑保障
方案。全部 31个省份都出台了本地区碳达峰实
施方案。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全球最大、发展速
度全球最快。截至 2024 年 3 月底，中国可再
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15.85 亿千瓦，占全国
总装机的 52.9%，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
的 40%。

实现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保有量达到
2041 万辆，占全球一半以上。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渗透率 2023 年已超过 31%，2024 年 5 月达到
39.5%，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

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全球前5家风电整机企业中有4家中国企业、10
大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里有6家中国企业，光伏
组件产量连续 16年位居世界首位，提供了全球
70%的光伏组件和60%的风电装备。

一组组数据让世界清楚看到：近年来，中
国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在推进自身绿色转
型的同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
献。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用 30年
左右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所用时间
全球最短、碳排放强度降幅全球最大，这样的
决心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成就令人
瞩目。”在当天活动上，多位德方代表表示，愿
与中方一道加强合作，在可再生能源消纳、智
能电网发展、零碳低碳产品生产等具体领域进
一步探索合作空间，将中德绿色合作提高到新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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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美食“深入人心”

坐落于安徽省黄山西南麓的宏村，马头墙高低错落。石
板巷间，挂着“传统美食”小旗子的各色食品小作坊吸引游人
驻足品尝——毛豆腐、蟹壳黄烧饼、芙蓉糕……“前头卖糕，
后头做糕”，不少小铺采取这种公开制作流程的作坊式售卖
方法，别具特色。

“出门旅游，品尝当地美食是‘头等大事’。”正在一家
铺子前购买芙蓉糕的来自江西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我觉得
这种小作坊美食要比商店里批量售卖的地方特产更有味
道，更能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与张女士有相同想法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不论是旅
游景点的风味小吃，还是家乡街头巷尾的小食品摊，对我
来说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北京姑娘张水涵对记者说，“小
作坊的小吃味道不错，价格便宜且有特色，只是会担心食
品安全问题，比如原材料是否干净、制作过程是否公开透
明等。”

如何定义食品小作坊？有什么特点？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食品小

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加工
规模小、生产条件和工艺技术简单，生产加工传统、特色
食品的生产经营者。食品小作坊虽有一定规模，但未达到
国家规定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许可要求。

“小作坊很‘小’，规模多为几个人或是家庭传承、夫妻
档；小作坊又很‘大’，不仅承载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具
有地方特色的一张美食‘名片’，关系着人们的日常饮食，也
关系着从业者的就业与增收。”该负责人说，一直以来，食品
小作坊的监管是一个难题。“食品小作坊进入门槛低，大多散
落于大街小巷，生产条件简陋，生产操作缺乏规范，呈现出

‘小散乱’的特点，给我们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挑战。”
据介绍，作为食品生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小作坊生

产的食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其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部分食品小作坊没有纳
入正规的管理，可能会采用劣质原料或违规添加剂，将生
产的食品流向农村、超市等，扰乱市场秩序。”北京工商大
学新商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周清杰对记者说，“强化小作坊监
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样化监管助力小作坊提质升级

食品小作坊该怎么管？
一是杜绝“无证经营”。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市场管理监督所，记者看

到办事大厅内桌面上摆放着食品小作坊登记流程图，从申
请、受理、审查到决定、办结、制证，各项流程简明清
晰，一目了然。“小作坊登记虽然不如企业要求那么严格，
但也不可‘无证经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年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全面细致开展普查工作，
依法依规开展登记工作，要求各市局要指导基层市场监管
部门严格按照 《安徽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规定的
程序和条件开展小作坊登记工作。对未取得登记证的食品

小作坊，要监督其停产整改，加强帮扶和指导。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同时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监督

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索证索票管理，严禁使用无
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原料；发现无证小作坊线索时，要及
时通报信息，追查生产源头。

二是改善经营环境“脏乱差”，提高集中度。
者卫东经营的小作坊“者师炸鸡店”，以前位于甘肃省

平凉市华亭市华粮美食城，“一间门面房不足 60 平方米，原
料、解冻、卤制、售卖区域都在里面。”者卫东说，忙起来父子
俩都转不过身，受条件限制，一天只能加工100个炸鸡。

如今，作为第一批入驻华亭市东升市场食品小作坊集
中加工区的小作坊，“者师炸鸡店”焕然一新，标准化的厂
房明亮整洁，现代化的设备智能高效，色香味俱全的炸鸡
整齐陈列在销售区域。“通过升级改造，原来家族式作坊生
产、经营环境卫生差、结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彻底解决，
产品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者卫东非常高兴。

从分散到集聚，科学监管让小作坊更有奔头。甘肃省平
凉市坚持“统一选址规划、统一基础设施、统一厂房车间、统
一流程布局”的建设标准，在崆峒区、华亭市、静宁县建成 7
个集中加工区，引导入驻食品小作坊 300 户，第三方投资 2
亿元，市场主体投资3700万元，预计年产值6亿元。

三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管理。
2020 年，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 《安徽省食品小

作坊生产规范》，对食品小作坊生产过程中基本要求、生
产加工场所、场所内部结构、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
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等多项指标作出规定。亳州粉
皮、池州西山焦枣、黄山烧饼、芜湖香菜、宣城水阳豆
腐干……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各有专门的小作坊生
产规范。

以亳州粉皮为例，其生产规范中对生产加工场所规
定，用于加工粉皮的晾晒场所四周应无扬尘及污染源。在
生产工艺流程环节，过滤部分规定用 80—100 目筛眼的振
荡平筛过滤，去渣；筛面上装置 2—3 根喷水管，边滤边
洒，使渣内的淀粉充分筛滤出来；喷洒的水应为原料的
1.5倍。

“详细的生产规范不仅给小作坊生产者提供了参考和指
引，更加速带动了一方产业的提质升级。”安徽省市场监管
局有关负责人说。

让“酒香”飘出“小巷”

“酒香”飘不出“小巷”，是众多食品小作坊面临的难题。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南溪南村是传统古村落，迄今已

有 1100多年历史，当地大部分居民以制作豆腐为生。如何
将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变成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关键节点，针对豆
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炸裂等问题，村里积极争取
1500多万元专项债资金，实施‘整村雨污分流’项目，极
大改善了环境。”黄山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监管
部门还指导帮助当地居民注册“花山谜窟”“千里香”“小
阿东”等8个豆制品小作坊品牌商标，举办“豆腐节”“豆
腐宴”“青创市集”等活动；成立公司，从豆制品小作坊户
手中收购成品，再通过礼盒包装，以伴手礼、特产等形式
销售，去年礼盒订单销售量达6000余份，销售金额超50万
元，实现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双提升”。

推动食品小作坊提档升级，各地都在行动。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江苏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通过精准帮扶小微食品企业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引导小微食品企业从“加工价值”向“品牌价值”转变，有
序推动食品产业向规范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经过提档升
级，江苏近4000家食品小作坊进行了软、硬件改造，自主投入
约8000万元。目前，江苏构建起“省名特优食品小作坊”“金陵
名食坊”“锡食名坊”等品牌矩阵，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新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制约小作坊发展的
瓶颈问题，大力建设“共富食坊”、“乡愁”传统特色食品
小作坊、食品小作坊特色村，助力区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全县作坊行业年产值超 1 亿元，提供逾上
千个就业岗位，农户增收3600余万元。

推动小作坊走向更大舞台，既要传承，也要创新。
“从一个产品走向一个产业，背后是管理方式的转变。”

周清杰认为，市场监管部门不仅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有针
对性地帮扶小作坊发展，更要通过科学利用整合文旅资源、
信息资源、产业资源，不断吸引新群体涌入、新业态入驻，让
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实现小作坊产业发展与地域文化、乡
村全面振兴融合推进，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小散低”变“精特美”，富有“烟火气”的食品小作坊监管提速——

让“草根美食”吃得更放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放学后买一串街边的“烤肠”
解解馋，是不少人童年回忆里的独
特风味；旅游时在景区买一份当地
小吃，感受风土人情……食品小作
坊，往往颇具地方特色，丰富了人
们舌尖上的美味需求。然而，不同
于食品生产企业的基础设施比较完
善、生产环境要求相对严格、加工
场所庞大，食品小作坊规模小、分
散度高，监管难度大。食品小作坊
怎么管？舌尖上的安全如何保证？
记者近日到安徽等地探访。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河
滨挂面加工作坊，村民正在晾晒传统手工挂面。

邱洪斌摄 （人民视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乾江街
一家手工作坊，工人忙着晒制沙谷米。

林启波摄 （人民视觉）

本报南宁电 （记者祝佳祺） 近日，满载着来
自东南亚的聚乙烯、聚酯切片、椰子汁、纸张等
货物的 X9578 次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
广西钦州港东站缓缓驶出，开往重庆团结村站，
标志着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
物突破40万标箱。

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的第 5
年，广西依托通道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在共建“一带
一路”的金色纽带上，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效，班列运行线从最初1条发展到图定线路
22条，并与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截至目前，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2
个市、152站，所运输的货物通达全球124个国家和地
区的518个港口，运输货物品类达到1154种，成为连
接西部地区和东盟国家的重要纽带。

为确保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国铁南宁
局沿海铁路公司积极推进钦州东站至钦州港站列
车运行时速由 80 公里提速至 90 公里，线路通过能
力增长 12.5%。在钦州港东站作业区新增投产 1 条
货物作业线，每日增加 2 列铁海联运班列装卸能
力，进一步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点
线能力。同时主动联系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北部湾国际联运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会谈机
制，简化货物进出港手续，优化货物堆场作业区
域，提高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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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1969 文化创意产业园“后备箱集市”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特色美食、服饰、玩具、文创产品、手工制作等百余种商品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助力
城市“夜经济”活力提升。图为市民正在逛夜市。 陈 坤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