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 09

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 编辑：纪春 组版：张淑玲 校对：刘烽娟

余量食物的新归宿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
肯德基蓝桥餐厅，门口的立式冰
箱引人注目，不时有周边居民、外
卖小哥、环卫工人来领取一份打
包好的余量食物，这是肯德基的
一处食物驿站。自2020年起肯
德基发起食物驿站项目，在部分
餐厅试点将未售完且在保质期内
的余量食物免费分发给有需要的
居民。

餐厅经理冯琦琨说：“在有余
量食物的情况下，我们会在次日
上午和下午分两次放置，当天基
本都会被领完。”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近年
来，食物银行、食物驿站等新模式
如雨后春笋，这些模式或由公益
组织、餐饮单位牵头，或采取政府
搭台牵头的方式运行，它们动员
餐饮企业捐赠临期食物，以公益
性质免费发放，从源头上减少食
物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

深圳市福田区目前已在该区
10个街道部署食物银行，服务
6.1万人次。福建、江苏等地相关
部门联合企业自今年开始陆续建
设余量食物驿站。北京一家大型
餐饮企业透露，目前他们每天的
余量食物较多，在学习相关企
业经验后，正在部分门店建设余
量食物分发点，预计近期向社会
推出。

除了食物驿站、食物银行外，
“盲盒经济”的兴起正在为余量食
物找到新归宿。记者了解到，近
期不少互联网公司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等方式，联络面包类、日料类
餐饮企业，以折扣价格优势将余
量食物包装成“盲盒”加速销售，
实现减少食物浪费的目的。

记者在上海登录一个“盲盒”
小程序，看到所在地周边的部分
商户销售一批名为“魔法袋”的产
品，已经吸引多个餐饮品牌加
入。平均售价只有十几元的“食
物盲盒”，包含了多个烘焙产品。
记者随机选购了一款“魔法袋”，
到店取货后看到，售价11.9元的

“魔法袋”里有4个蛋挞、2个肉松
蛋糕。如果按照原价购买，这些
东西应该需要20多元。

新模式需“破”新课题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余量
食物的新模式满足了人们的生
活、消费需求，符合反浪费的社会
共识，有其发展的市场价值、社会
价值和环境价值。但作为新生事
物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丰
富，余量食物如何界定、如何确保
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
步破解。

——余量食物如何界定？到
底距离保质期多长时间或者处于
什么状态的食物可以界定为余量
食物，记者目前并没有查询到明
确的国家标准，针对余量食物的
定义只有个别协会进行了笼统界
定，尚缺乏普遍的业内共识。在
实际操作中，对于余量食物的选
择，有的企业会选择临近保质期
1到3天的烘焙食物，有的企业
会每天将未售完但仍在保质期
内的食品冷冻后提供给有需要的
群体。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食
物驿站、食物“盲盒”等做法还属
于创新举措，针对余量食物的时
间期限、品类范围的划分，需出台
行业指导性意见和指南。

——食品安全如何保证？目
前针对余量食物的安全和质量标
准仍不明晰，缺乏有关部门监
管。上海消费者朱女士是“魔法
袋”的常客，她认为余量食物的品
质是最重要的。“有些食物外包装
上并没有标明保质期，如果是过
期食物的话，消费者可能也很难
发现。”北京消费者卢女士说，虽
然不少余量食物是免费发放的，
但也不能成为食品安全的盲区。

食品产业专家顾振华表示，
临期散装现制食品经过包装后，
应该定义为预包装食物，需要标
注食品名称、配料、生产者、生产
日期保质期、生产材料等信息。

——企业是否有参与积极
性？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目

前余量食物的“驿站”“银行”“盲盒”
模式不断出新，但因为缺乏相关政
策指引，相当数量行业协会组织和
餐饮企业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对余
量食物持谨慎态度。

对于一些餐饮企业来说，“新
鲜”是运营招牌，为了维护产品品牌
和保证企业运营，其临期食物的售
卖动力并不足。记者在多地走访时
发现，许多商家会直接将当天剩余
食物倒掉，大量受访的消费者对于
这种浪费感到可惜。对于这种行
为，有些餐饮企业则采取了“内部消
化”。在山西省太原市好利来坞城
店，店长告诉记者，针对未售罄的面
包糕点，门店会作为第二天店内员
工的早餐。

让余量食物更好发挥“余热”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余量食
物市场的安全需要商家自律、行业
规范和市场监管共同发力，建议有
关部门为余量食物经济的发展划定
路径、明确规范，并与协会组织、企
业团体共同推进制定相应的防风险
体系。

2023年年初，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发布的《市场端临期食品经营现
状报告》提出，尽快出台更加科学统
一的相关标准，包括临期标准、临期
商品处置标准、完善生鲜食品保鲜
和质检的相关标准以及相关实施细
则和操作指引等。

饿了么食品安全部兼合作发展
部总经理田西艳认为，余量食物的
打折促销，在满足部分人群需要的
同时避免了浪费，商家需要对食品
的全流程把关，做好食品的卫生安
全管理，从生产源头端保障人民群
众的健康安全。

企业层面，针对余量食物的发
放已经做了一些有益尝试。肯德基
的母公司百胜中国相关项目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食品的安全性，有食物
驿站的门店将余量食物提前冷冻
12小时以上，并封装打包。“门店还
会在明显的位置提示，这些余量食
物仅能再加热一次，鼓励有需求的
群体尽快食用。”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吉宁 程思琪 马晓洁

灌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水利部农村
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近日表示，水利部积极
推进大中型灌区建设，今年安排了406亿元资
金新建和改造大中型灌区，目前已完成158亿
元，总体进展顺利。

今年新开工4处大型灌区

“加快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和改造，可以更
好地发挥灌区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中的

‘压舱石’作用。”陈明忠说，今年水利部安排大
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投资406亿元，比
2022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全国有35处新的
大型灌区开工建设，其中今年开工了4处。这
些灌区完工后，预计将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约
160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

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二步工程是今年
新开工的4处大型灌区之一，也是四川省今年
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水利工程。据四川省水
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总干渠一期工程分两
步实施，2019年8月开工的一期一步工程和今
年3月开工的一期二步工程目前均进展顺利。

记者在一期一步工程建设沿线采访时看
到，四川水利建设史上首次使用盾构技术穿越
江底的一期一步工程猫儿沱江底隧洞，已完成
平洞段内衬钢管安装；一期一步工程最长的渡
槽——大地湾渡槽已完成全部桩基、承台、墩身
等下构施工任务，渡槽槽身浇筑已完成6孔，剩
余9孔。

向家坝灌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
师办公室主任王永富说，向家坝灌区工程设计
灌溉面积530万亩，建成后可实现粮食和经济
作物增产22亿公斤，对建设川南粮仓具有重要
作用。

166亿元中央资金支持改造

陈明忠说，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安排中央投资166亿元，用于支持
581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水利部强化项
目管理，建立台账，每个月开展调度，加快推进
项目实施。“十四五”改造项目完成后，预计可新
增恢复灌溉面积约178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近
1.2亿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近100亿公斤，新
增节水能力约100亿立方米。

江西省最大灌区——赣抚平原灌区现代化
改造项目，是国家“十四五”重大农业节水供水
工程，总投资4.14亿元，计划2025年初全面完
工。目前，已完成投资3.28亿元，预计会比计
划提前7个月完成工程建设。赣抚平原水利工
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完成后，将可改
善灌溉面积64万亩，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9400万公斤，新增节水能力7300万立方米。

6处试点推进高标准农田

“目前，国家正在加快推动优先将大中型灌
区的耕地灌溉面积建成高标准农田。”陈明忠
说，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对四川都江堰灌区、
内蒙古河套灌区等6处大中型灌区进行整体推
进高标准农田试点，目前进展顺利。通过试点
打通农田灌排“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目前，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正
在编制中。陈明忠说，水利部与农业农村部、自
然资源部等部门加强协作，深入研究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灌溉发展需求、灌溉对粮食生产的支
撑能力、后备耕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等问题，提
出灌溉面积发展潜力、区域布局、发展路径，目
前已经形成初稿，今年年底可完成规划工作。

陈明忠同时表示，结合国家水网主骨架
和大动脉建设，水利部将谋划推动再建设一
批大中型灌区，为我国农田灌溉发展做好顶
层设计。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 高健钧

余量食品有“余热”
“舌尖消费”不浪费

没有售完剩下的蛋挞和
蛋糕、快到保质期的熟食……
在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所，每
天都会产生相当规模的余量
食物。这些余量食物除了被
丢弃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
法？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
政府部门、协会组织和餐饮
商家开动脑筋，结合线上与
线下推出诸多创新举措，让
余量食物产品发挥“余热”，
引领勤俭节约的新风尚。

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积极推进
大中型灌区建设

环卫工人在上海绿洲食物银行发放点排队领取余量食物。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