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餐制助力餐饮业加速“回暖”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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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人气回升，餐饮业正在
“暖”起来。记者近日走访发
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分餐制
成为各地餐饮企业加速复苏的
重要“助攻”。

夜色降临，北京簋街上，小
龙虾的香味扑鼻而来。走进胡
大饭馆，随处可见提示顾客使用
公筷公勺的标语，电视屏幕上循
环播放着分餐制公益宣传片。

“为了方便顾客分餐，我们
特意定制了一批公筷公勺，上
面标有‘公筷’等字样，外观上
也和私筷进行了区分。”胡大饭
馆总经理郭冬说，目前几家分
店全部推行了分餐制，“五一”

期间，门店客流已恢复至正常
水平的六七成。

一千公里之外，伴着奶茶
飘出的浓郁香气，内蒙古乌兰
浩特市正式开启晚餐时刻。在
浩日沁蒙式餐厅，服务员娜仁
其木格用分餐夹把一盘鲜奶豆
腐分别夹入5名客人的木碗中，
并提示大家就餐使用公筷公
勺。在这座北方小城，分餐理
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疫情期间，出门吃饭最注
重的就是安全。看到店里分餐
制等措施做得十分到位，我们
都很放心来用餐。”一位正在就
餐的食客对记者说。

餐厅经理武燕告诉记者，为
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全放心，店里
3月就开始推行分餐制，每桌配
备公筷公勺并定时消毒，一系列
举措有力推动了餐厅复工复产。

受疫情影响，不少餐饮企
业人气下滑，一度陷入经营困
境。近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在分餐制等措施
助力下，餐饮业复工复产进程
加速，久违的“烟火气”又回来
了。据商务部介绍，刚刚过去
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餐
饮、住宿行业消费规模已恢复
至去年同期七成。

除了助力餐饮业加速复

苏，分餐还给整个行业带来新
“食”机。

山东蓝海酒店集团董事长
张春良说，分餐实现了企业的
流程再造。“为了便于分餐，我
们调整了组织架构，以前传菜
员归服务班管，现在归厨房管，
和厨房搭班备菜，上菜速度不
但没慢，反而效率更高。”

“分餐后，餐厅经营理念发
生了变化，过去不少消费者认为
蒙餐贵，现在我们适应分餐制，
科学设计出2人套餐、4人套餐，
既卫生又实惠，很受欢迎。”武燕
说，疫情过后，餐厅将继续探索
更多适合分餐制的菜品和套餐。

在郭冬看来，疫情给餐饮
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
的机遇。疫情期间，胡大饭馆
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线上线
下同步发力，下一步，餐厅将借
助电商等平台，进一步扩大小
龙虾调味品等衍生品销售。

“绿色、健康、安全将成为
未来餐饮消费的新理念，餐饮
行业将通过加强自身标准化
建设和提高安全健康管理能
力重塑消费信心。对餐饮企
业而言，谁能抓住机遇，危中
寻机，谁就能在大浪淘沙中立
于不败之地。”中国饭店协会
会长韩明说。 （新华网）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说：“绿色、健康、安全将成为未来餐饮消费的新理念，餐饮行业将通过加强自身标准化建设和提
高安全健康管理能力重塑消费信心。对餐饮企业而言，谁能抓住机遇，危中寻机，谁就能在大浪淘沙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讯 李爱华 为贯彻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和全国农业工作
会议精神，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
求，深入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顺义区种植业
服务中心在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北京
市农业局指导下，连续几年来一直承担
着组织实施“设施蔬菜有机肥替代化肥
试点工作项目”的重要工作。

据介绍，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
作提高了土壤有机质，而土壤有机质
是土壤微生物的粮食，这些有益微生
物利用土壤中的有机质，产生次级代
谢物，其中含有大量的促生长类物
质。如生长素，能促进植物生长，脱落
酸能促进果实成熟，赤霉素能促进开
花坐果，增加开花数、保果率，提高产
量，使果实饱满，色泽鲜嫩，还能提早
上市，达到提质增产增收。随着人们
对食品安全和生活品质的追求提高，
有机农业的发展会加快未来有机肥料
的应用，同时也真正符合现代绿色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作为顺义区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
工作的核心示范区及有机蔬菜生产试
点区的北京绿富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
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实施有机肥
替代化肥项目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北京绿富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连续三年承担设施蔬菜有机肥替代化
肥工作试点（顺义区）核心示范区建设
项目，合作社积极优化产地环境，致力
打造绿色健康蔬菜生产示范区1000亩，
提升番茄及其他农产品品质。在生产
管理上，全面提升无土栽培技术、水肥
一体化技术应用，施用有机肥，控制并
减少化肥用量，年提高增施有机肥

25%，提高土壤有机质、氮磷钾含量，改
善土壤环境质量，提高产品质量，产量
也大幅度提高。同时，合作社在技术管
理上也有一系列的跟进措施，先后与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等农业科研部门长期紧密合作，在区
农委、区种植中心监督指导下，先后承
担设施蔬菜高产高效关键技术集成示
范与推广、番茄和黄瓜无土栽培技术及
太阳能综合利用等项目，聘请市、区专
家、技术人员，开展各类蔬菜管理知识
讲座，同时积极输入新鲜血液，加强队
伍建设，2018年至今共吸纳大学生十余
名，为团队储备后补力量。

通过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的实施，
作为试点基地的北京绿富农果蔬产销
专业合作社提高了产品质量及安全
性。“水云天”是合作社2009年注册的品
牌商标，对生产果蔬均进行有机认证和
无公害认证，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积极推进蔬菜生产追溯制。
合作社并先后获得2013年全国设施蔬
菜标准园；2014年国家级示范社、绿色
防控示范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
进单位等；在2016年水云天牌番茄被选
入全国百家合作社百个农产品品牌，
2017年被农业部认定为第七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特色品牌。2019年通过
了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CAQS-GAP）认证。

多年来，合作社以打造京郊好品牌
为目标，以标准化、规范化、科技化为依
托，充分发挥合作社的核心示范区带动
示范作用，发挥品牌效益，扩大品牌的
影响力，提高品牌知名度，拓展销售渠
道，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安全优质的绿色
果蔬。

有机肥替代化肥助力
顺义蔬菜品牌提升

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提高产品质量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一旬有余，商
业门店执行尚存难度。5月11日，北京
市城管执法队走访丰台大成路翠微大
厦，对此前存 在的垃圾混装混放等情
况进行复查，其中物美超市大成路店
因未能按期整改到位，被执法人员开
具了罚单。

记者走访丰台区大成路区域看到，
物美超市大成路店的公共区域并未进行
垃圾分类，只有口罩回收桶以及普通垃
圾桶，超市内部对于垃圾如何分类在现
场则无法看到。

在大成路翠微大厦内，记者看到，
商场的开放区域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垃
圾桶摆放。盒马鲜生出货区分别摆放
了可回收垃 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
箱，超市的堂食区域也在每张餐桌上
摆放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小型垃
圾桶。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商场开
始实行垃圾分类后，相比之前确实有
些麻烦，但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提高人
们的环保意识 ，还有利于垃圾的后续
处理，对于整体城市发展是利好的。
同时，记者向翠微大厦的餐饮商户了
解到，虽然各个店家都 配备了不同类
别的垃圾桶，但仍然存在其他问题。
其中，在检查中发现，海底捞火锅店的
后厨和盒马鲜生超市的垃圾处 理区
域，“其他垃圾”类别的垃圾桶内存在
面包、饮料瓶等餐厨垃圾和可回收垃
圾。同时，执法人员还在风光老灶麻
辣 香锅店的后厨发现，本该用来标注
“其他垃圾”的灰色桶上却印着“可回
收垃圾”的字贴，而桶内放的都是不可
回收的 塑料袋。商场方如何监管商户
进行垃圾分类，截至发稿，翠微方面并
未回复。

据了解，北京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综

合执法工作，目前将采用教育劝阻、书面
警告与执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
分 步骤，稳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面实
施。针对垃圾分类的普及，北京各大商
场早已开始行动。

记者走访得知，朝阳大悦城在消
费者端增加不同类别的垃圾桶，后续
还会贴垃圾房的垃圾分类标识，对消
费者进行宣导 。在商户端，朝阳大悦
城对商户进行宣传和督导。银泰百货
大红门店在商场不同楼层设立四种分
类垃圾桶，指引消费者 进行不同投
放。处理垃圾时，商场保洁人员会将
所有垃圾桶拉到地下室的垃圾房，最
后进行分类运走。

政策普及初期，商场还面临较大
的难度。祥云小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正确的分类和投放是目前较大的
难题，前厅后 厨的各个员工都可能接
触到店铺产生的各种垃圾，任何一个
环节投放错误都可能造成垃圾分类不
到位。

如今各大商场、购物中心的餐饮业
态比例明显提升，餐厨垃圾如何分类、
管理对于企业而言更是一道难题。记
者从新川 面馆月坛店了解到，该店会
将菜叶子、果皮、残食等垃圾倒进厨余
垃圾处理设备，经过处理后，变成较小
的榨干水分的 食物残渣，再由专业的
公司上门收走。

新规实施多日，仍有企业呼吁需要
更为详细的准则帮助具体实施垃圾分
类。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
济学会常 务副会长赖阳向记者表示，在
疫情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尤为重要，企业
的确存在一定的压力，政府在宣传、支
持、引 导的同时，应给予一个较长的过
渡期。

(报摘）

北京重罚垃圾分类
违规 物美领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