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7日，是第7个全国低
碳日。

“低碳行动，保卫蓝天”。面
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
化——这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
重大挑战，走绿色低碳之路，是
应对气候变化、保卫蓝天的必然
选择，必须要落到具体的、实实
在在的行动中。坐而论道不如
起而行之。设置全国低碳日，就
有助于引导全民参与节能降耗、
共享蓝天白云，让绿色低碳成为
一种生活时尚，为中华民族赢得
永续发展夯实基础，为我们的地
球留下绿色的美丽。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
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就
曾多次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
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当前，冰川加快融化，极
端气候现象增多……以全球变
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
也已经成为了人类面临的最大
的环境生态威胁。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
享有。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是事关经济发展全
局的大事。从国家能源消耗，到

大型活动举办，再到我们每个
人，也都是绿色低碳行动的一部
分。经历了从污染治理到生态
保护不断升级的过程，共享单
车、新能源汽车已经越来越遍地
开花，绿色出行渐成生活新时
尚。越来越多人民群众自觉地
参与到了环保事业中来，绿色发
展逐渐成为民众自觉。

绿色发展蹄疾步稳，夯实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发展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
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
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

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绿色建
筑到海绵城市，从碳排放交易到
绿色金融……节能降耗、低碳发
展，也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特征。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
有一个家园。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维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比如，
中国已经明确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
早达峰等行动目标。2018年，我
国单位GDP碳排放相对2005年
下降约 45.8%，提前完成了到
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凸显中国深
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生态保护、绿色革命，是一
场大仗、硬仗、苦仗。建设美丽
中国，既是近14亿人民的共同
心愿，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责任。追梦中国，必须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从
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环境消耗的
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
的中高端提升，实现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双赢。当然，近14亿
人民群众也应携手行动起来，让
绿色低碳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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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
吃得放心。为落实这一要求，
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
食品安全规划，提出餐饮业质
量安全提升工程，国务院食品
安全办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
水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五位
一体的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当中，统筹谋划。今年
的2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室、国
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
度规定，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
责。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这也是我国第一
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
义对食品安全工作提出具体
的要求，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23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开展
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的通知，将今年全年食品
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定为尚德
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
好。就是要营造共治共享的
良好氛围，保障食品安全，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
月13日韩正副总理在出席国
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又再一
次强调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
的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
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要做
好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推
进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工作，
在严字当头的同时，也要树立
尚德守法、诚实守信的道德标
杆，增强企业主体责任意识，
激发过质量发展的内升动力，
作为全国餐饮行业的国家级
社团组织，中国烹饪协会努力
引导行业诚信自律，不断推动
餐饮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7年协会首次启动了
全国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通过树立餐饮业质量安全
提升工作的典型经验，搭建企
业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在全
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进行

展示、宣传和推广，有效的促
进餐饮行业可持续发展，受到
了社会各界和各界领导的广
泛好评。

今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保障“舌尖
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餐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完善餐饮服务的管理方式，创
新质量安全保障手段，协会再
一次组建了食品安全工作委
员会，狠抓食品安全质量提升
工作，坚持社会共治、提高企
业创建食品安全工作的自觉
性，重视企业管理的创新，经
过各地协会推荐和企业的申
报，先后收到了40多家企业和
两个阳光餐饮示范街区的申
报材料，涵盖了14个省和直辖
市，协会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
牵头，成立了由行业专家、监
管部门、第三方机构以及媒体
共同组成的审核组。经过为
期3个多月的材料筛查、企业
自查、实地考察等各个环节，
从企业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完
善经营管理方式，加强品牌诚
信建设等各个维度进行了创
建工作的评估，最终23家示范
单位和两条示范街区脱颖而
出，成就了今年25项研究成
果，得以和大家推荐和推广。
纵观这25个示范单位的经验，
我发现他们既有来自国际的
知名品牌，也有伴随我国改革
开放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
既有来自一二线城市的先进
单位，也有出自三四线城市的
优秀项目，既有老字号国有企
业的管理经验，也有新兴餐厅
的案例，25个示范单位涉及的
餐饮的酒楼、休闲餐饮、团餐
食堂、中央厨房、餐饮街区等
多种业态，形成了可学习可复
制的多元化样板经验。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安以治为本，治以诚为
根。开展餐饮业的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涵盖了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的无缝对接，只有从
源头把好关，才能减少风险的
传递，最大限度地保证食品安
全，餐饮业作为食品全产业链

的终端，可谓责任重大。今天
我们举办餐饮业质量安全提
升工程的推进会，为的就是紧
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倡导餐饮全行业要严格执
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落实餐饮企业的主体责
任，完善餐饮服务的管理方
式，创新质量安全保障手段，
特别是连锁企业品牌、大型团
餐企业更要坚守诚信经营从
业之风，着力推进精细化、规
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华诞，中国餐饮产业随着
祖国的成长，也实现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在扩内需、促消费、
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
统计局6月14日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餐饮
收入实现了17556亿元，同比
增长9.3%，限额以上单位餐饮
收入实现3702亿元，同比增长
7.1%。今年的5月份全国餐饮
收入实现3631亿元同比增长
9.4%；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755亿元，同比增长7.1%，5月
份全国餐饮收入和线上餐饮
收入的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
继续上涨了0.6个、2.6个百分
点，1至5月全国餐饮市场的
发展速度继续高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幅 1.2个百分
点，餐饮收入的增速继续领跑
全国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长，
餐饮业正在以品牌升级、安全
先行的态势迈向提质增效的
新时代。

我相信通过“餐饮业质量
安全提升工程”的创建工作，
通过推广示范单位的典型经
验，以点带面，引导全行业努
力实现诚信经营、守法经营、
科学经营，不断的提升餐饮业
质量整体水平，一定能够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实现我国餐
饮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实
现两个目标的理想做出餐饮
行业的贡献，谢谢大家！

没有太多准备，“大白兔”等
老字号们突然就换上“网红”的
身份，重新粉墨登场。一时间，
大白兔的香水、润唇膏，冷酸
灵的火锅味牙膏、上海家化旗下
的六神鸡尾酒等不但成为网上
的爆款商品，而且由此引发的行
业讨论也不绝于耳。

长期以来，老字号们被诟病
品牌老化、创新不足、发展缓慢
等问题，网红化无疑让市场看到
了老字号们积极的变化，但在这
一系列被认为“很溜”的操作之
余，也要看到，当下这些更多的
是基于老字号IP的跨界营销创
新，而真正让老字号焕发第二
春而不是老汉撒娇，还需要点真
本事。

在这波老字号炒作最具代
表性的，莫过于大白兔品牌。从
2018年9月，59岁的大白兔和56
岁的美加净推出了大白兔奶糖
味润唇膏开始，大白兔就“越活
越年轻”，近期大白兔不但推出
联名款服装；还在六一之前，脑
洞大开地上线了大白兔香水、沐
浴露、身体乳、香薰等周边产
品。作为 1959年诞生的国庆
“献礼”产品，大白兔奶糖也是新
中国第一代糖果的代表，在那个
资源匮乏的年代是当时的网红
产品，成为老一代人的美好回
忆，就算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
80、90后之中，也颇有人气。

但近年来，随着对健康饮食
的重视以及休闲食品产品的种
类日益繁多，消费者逐步减少传
统糖果类食品的摄入，大白兔如
今已经不再是零食的第一选
择。而这一轮营销，让消费者怀
念童年的回忆的同时，也让大白
兔找回了当年的风光感，不但润
唇膏、香水等产品被抢购，连大
白兔和某商家合作的大白兔奶
茶店，都直追网红奶茶店，排队
一度超过4个小时。

笔者在此前的采访中也了

解到，除了少数品牌，大部分老
字号企业虽然在品牌、技艺、传
承等方面有独到之处，但面对消
费群体年轻化、互联网文化盛
行、产品极大丰富等市场变化，
反而显得有些“守旧”。新中国
成立初期，全国中华老字号企业
约有 16000家，而如今经过商
务部认证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数
为1128家，其中不少老字号企
业熬过了战乱和历史上的风风
雨雨，却在新消费时代跟不上节
奏而掉队。

网红模式的出现无疑是老
字号们迎合新消费时代，创新
求变的一个积极信号。但也要
看到，这些创新大多还是建立
在老字号多年历史积累的IP之
上，切中了年轻消费群体对“情
怀”的追求和童年的回忆，对于
改变公众对老字号过时守旧的
认知有很大帮助，但未必真正
是从当下消费者的基本需求、
消费趋势出发，而对老字号主
业的发展帮助有限。部分老品
牌的网红化甚 至被批只做表
面功夫反而是一种透支。当
然，老字号振兴不走寻常路也
并非没有成功案例，故宫博物
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前院长单
霁翔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从传
统的历史博物馆变身成为文化
网红而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抓
住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需求，用
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创新、互
动和沟通。

在笔者看来，很多老字号颇
对前几代消费者的胃口，而随着
消费者的迭代，年轻一代消费的
多元化和个性化，让“一招鲜吃
遍天”成为过去式。跨界也好，
事件营销也好，只是老字号重获
关注的手段之一，核心还是应该
重新审视市场变化，契合新一代
消费者的痛点，推动产品、设计、
口味、品牌上的创新，才能真正
网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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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兔等老字号
复兴不能只靠“怀旧”
□ 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