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假日期间，本市蔬
菜、猪肉、粮油等生活必需品货
源充足，商务部门指导商业企
业开展促消费活动，促进消费
增长。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
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假日3天累
计实现零售额24亿元，同比增
长5.4%。

鲜花等食材新型月饼涌现

中秋节假日期间，市场上
月饼品类繁多，价格亲民。传
统京式月饼仍是大部分消费者
首选品类，同时酥皮儿、冰皮儿
等广式、西式月饼受到年轻人
喜爱。盒装月饼多在每盒200
元左右，散装月饼多在每块10

元左右。除双黄、五仁等传统
口味外，市场上还出现了由茶
叶、花等食材制作的新型月饼
及现烤月饼。糕点老字号稻香
村今年推出25种口味的散装月
饼，市场投放量4700吨，较去年
增长近30%。

据北京市电子发票信息服
务平台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市
开出月饼消费电子发票3.3万
张，同比增长 4倍多，金额达
255.2万元。

老字号酒楼受到热捧

市商务委主办的“中秋美食
节”活动共有23家餐饮企业等
现场展销，为消费者提供中秋特

色美食。节日期间，翠微大厦、
超市发等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

节日期间，餐饮企业主推
寓意团圆、亲情的菜品及秋季
养生菜肴，知名餐饮企业餐位
紧俏。据悉，砂锅居、烤肉宛、
曲园酒楼等老字号餐饮企业
翻台率在 1.5次以上，镇店名
菜更是热销，如烤肉宛、烤肉
季的烤肉，单日最高销售均在
1700斤以上。大众餐饮也受
到市民追捧，眉州东坡酒楼、
金鼎轩营业额同比增长10%以
上；曲园酒楼、马凯餐厅等老
字号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
长5%以上。

链接
123万游客公园里过节

近日，来自市公园管理中心
的消息，中秋节三天小长假，北
海、景山、天坛等北京市属11家
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
中外游客123万人次。

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中秋假
期最后一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
映衬下游园舒适度极高。市属公
园游人如织，中秋节日氛围浓厚而
热烈。24日晚是中秋夜，各大公园
都增加了晚间职工值守和服务引
导力量，保障游客赏月游览。

据统计，中秋小长假期间，
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
中秋主题活动、文化创意展示、

特色文化展览等25项“中秋悦
园”主题游园活动异彩纷呈，吸
引各界游客广泛参与、团圆游园
过中秋。中秋假期三天累计接
待游客达 123万人次，节日环
境、舒适度及整体秩序良好。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中
秋节后北京市属各大公园里依
旧“花事不断”。北海公园内远
道而来的开封艺菊以婀娜的姿
态喜迎五湖四海的宾朋；陶然亭
公园的造型菊艺展示仍将持续；
第26届北京市花展在北京植物
园开幕在即。此外，颐和园和香
山的古桂花都在最佳观赏期，中
山公园自主培育出“红魁”“紫
魁”等十余个优秀的大丽花品种
更着妖娆动人。 （北京晨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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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秋节鲜花等食材新型月饼涌现
稻香村月饼投放增三成

想点三文鱼，没准儿端上桌
的却是淡水虹鳟。在8月10日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颁布
国内首个《生食三文鱼》团体标
准后，疑虑重重的消费者对三文
鱼和虹鳟的热情都明显下降。

将淡水养殖的虹鳟正式归
入三文鱼，这份团体标准原定9
月15日前后正式实施。但近日
获悉，这一标准可能回炉，农业
农村部、国家标准委等多个部门
正酝酿在本月底前专门对这一
标准进行讨论与论证。

虹鳟变三文鱼消费者不买账
尽管标准尚未落地，但虹鳟

类三文鱼已经悄然写入一些餐
厅的菜单。位于朝阳区石佛营
路的一家白鹿江西餐厅，其菜单
中对三文鱼的描述，就包括了大
西洋鲑、阿拉斯加鲑鱼以及“虹
鳟”等。不过，店员介绍，几乎没
有顾客点虹鳟，整体三文鱼类菜
品的销量也降了两成。在丰台
最大的水产市场京深海鲜市场，
一位商家介绍，最近关于虹鳟的
争议越来越多，对销售影响不
小，顾客最担心的就是虹鳟生吃
的安全性，“近两个月来虹鳟的
销量大约降了45%至50%。”

虹鳟在网上的销量同样不
乐观。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
殖有限公司是《生食三文鱼》团
体标准的制定者之一，记者在其
天猫旗舰店发现，其标明虹鳟的
三文鱼销量有限。如其三文鱼
中段礼盒900g月销量为1件，三
文鱼中段礼盒1500g的月销量
是7件。

在饿了么平台上，消费者对
虹鳟也不太买账。鲜渔码头售
价108元的虹鳟刺身，月销售额
为0；奔波灞海鲜52元的鲜活虹

鳟鱼，月销售量只有1份。
商家主动下架虹鳟产品
北京京客隆产品研发中心

经理李生表示，《生食三文鱼》团
体标准提出，包括虹鳟在内的三
文鱼不得检出寄生虫，以他的个
人观点来看，“虹鳟”只要在人工
养殖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标准，
做好寄生虫的预防工作，保证冰
鲜运输过程中不发生二次感染，
生食“虹鳟”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对于将“虹鳟”纳入三
文鱼行列，业内反对声浪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些
年在北京，有些食客因为吃了凉
拌福寿螺肉，最后患上线虫病的
事。”北京超市发生鲜部经理孙
鹤已经做了十多年的水产采购，
他明确表示：“我们业内对于三
文鱼的认知，最正宗的就是大西
洋鲑，最多也就是再加上俗称大
马哈鱼的阿拉斯加鲑鱼，因为它
们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淡水
鱼就不同了，它的寄生虫会直接
危害人体健康。”孙鹤介绍，超市
发已经在内部下发了通知，一律
不销售虹鳟。

作为电商平台的风向标，此
前京东已经主动下架了虹鳟鱼
产品。日前，记者在京东上所能
找到的唯一虹鳟类食品，只有虹
鳟鱼子酱罐头。

虹鳟到底在三文鱼市场上
占多大比例？此前，央视的报道
称“国内三文鱼1/3产量来自龙
羊峡”。但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对此予以否认，称目前国产
虹鳟鱼产能相对较低，消费量的
上升只能靠进口，每年总体生食
三文鱼消费量在10万吨至12万
吨，其中国产虹鳟仅占1万多吨。

新团体标准的横空出世，

理论上应该是有助于淡水虹鳟
抢占更大市场。但事实上，大
批消费者甚至是行业人士“用
脚投票”，已经让一些大型水
产市场的虹鳟销量打了对折。
记者致电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时，相关负责人也承认，
目前虹鳟的整体销量确实下降
了不少。

多部门或重新论证三文鱼
标准

与普通国标和行业标准不
同，这次《生食三文鱼》标准采用
的是相对少见的团体标准形
式。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国标和行业
标准的特点是更具强制力；而团
体标准主要是由行业协会与企
业参与制定，是一种企业自愿采
用的标准，并非在全行业内强制
执行。

据了解，由于这一标准引发
了轩然大波，农业农村部渔业
局、国家标准委、中国水产流通
与加工协会等有关各方，预计近
期将专门就此事进行重新讨论
与论证。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标
准制定应经各方协商一致。以
《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为例，淡
水鱼涉及寄生虫风险，可能影响
消费者人身安全，因此协商的对
象不仅包括企业、行业组织，也
应包括消费者。该标准的研制
和发布主体是一家协会和13家
企业，企业可能会基于自身立场
来制定有利于它自身的标准。
因此，如果有关主管部门能加强
引导和监督力度，对该标准进行
重新讨论与论证，无疑更为妥
当，也更有利于这一市场的整体
健康发展。 （北京日报）

中国苏州阳澄湖大
闸蟹开捕节21日在“阳
澄湖大闸蟹之乡”昆山
巴城举行。据苏州市农
业委员会副主任陆志荣
介绍，今年湖区河蟹长
势良好，品质优良，平均
规格为3.56两/只，高规
格蟹有所增长。

“ 一 蟹 上 桌 百 味
淡”，阳澄湖大闸蟹以青
背、白肚、金爪、黄毛、蟹黄肥
厚、滋味鲜美而享誉海内外，
每到食蟹季，更是供不应求。

陆志荣表示，今年阳澄湖
大闸蟹网围养殖面积已压缩
至1.6万亩，但水源水质和生
态环境的优化带动了大闸蟹
品质的提升。据9月19日的
抽检数据分析，河蟹的平均规
格为 3.56两/只，其中雄蟹
3.94两/只、雌蟹3.17两/只，
与去年同期相比雄蟹增长
4.8%，雌蟹增长8.6%。预计全
年河蟹的产量将在1300吨左
右，较去年有小幅上升。

随着食蟹旺季的到来，蟹
农王峥忙得每天只能睡上4
个小时。“大闸蟹夜里活动量
最大，夜里需要两个小时倒一
次地笼（捕蟹的笼子）。”白天
还要忙着招待食蟹客，“一些
台湾的朋友念着我家的大闸
蟹，每年都会来”。

据其介绍，今年半斤多的
蟹多了很多。目前，3两母
蟹、4两公蟹一对(外贸收购的
规格)，出水价在130元人民
币/斤左右，与去年持平。

阳澄湖大闸蟹从卖现货，
到卖期货，成为网红产品，养
蟹、吃蟹、卖蟹已经形成一条

产业链。据巴城镇统计，围绕
阳澄湖大闸蟹做餐饮生意的
大小饭店多达1300家，有近3
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大闸蟹
经济产业链，大闸蟹经济年产
值近38亿元人民币。

开捕的启幕，令阳澄湖周
边的小镇都变得热闹起来，五
彩缤纷的店招、路边排成长龙
的车队、门店里买卖的讨价还
价声，还有玻璃缸里“横行霸
道”的大闸蟹。开捕节也更像
一场狂欢，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欣赏着阳澄湖水天一色的美
景，听着原生态民歌以及地方
戏曲表演，吃着大闸蟹，感受着
独特的江南水乡风土人情。

各色快递运送车来来往
往，异常忙碌。据顺丰速运集
团副总裁、华东大区总裁徐前
透露，为解海外华人对家乡味
道的惦念，今年阳澄湖大闸蟹
运送线路已覆盖日本、迪拜及
部分东南亚国家。从湖中捕
捞直达餐桌将实现48小时内
送达。26日，一批阳澄湖大闸
蟹将出口日本，运送环节中将
通过抽检等措施确保输出品
质，体重、肥满度、常规营养成
分指标、安全卫生指标等均将
作为参考标准。

（中国新闻网）

虹鳟“变身”销量不升反降

生食三文鱼标准或尴尬回炉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价未涨 出口物流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