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高频数据显示，近段时间，
南方洪涝灾害对部分地方的鲜
菜生产、贮运造成了影响，鲜菜
价格出现波动，猪肉价格也有
抬升迹象。多种扰动因素下，
老百姓“菜篮子”能否拎稳？日
前，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相关
负责人频频表态，齐发“定心
丸”。下半年食品价格短期内
或局部出现一定波动，但总体
上稳中有降态势不会改变。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司长刘爱华日前表示，从下
半年决定物价走势的主要因素来
看，目前工业和消费品在供需都
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变化不会太
大，主要因素还是在食品方面。
她表示，夏粮丰收为粮食价格稳
定乃至整体食品价格稳定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础。粮食价格目前不
具备大幅度上涨的基础。

从生猪价格走势看，洪涝灾
害对部分地区生猪出栏造成了

一定影响，6月猪肉环比价格涨
幅转正，同比价格上涨81.6%。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有
关负责人指出，下半年猪肉消费
逐步进入旺季，每年6至9月猪
肉价格一般会呈现季节性上涨，
今年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的
消费增长叠加，可能会使阶段性
上涨的压力偏大一些。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近期猪肉价格
上涨主要原因是消费拉动。生

猪出栏上市量正在逐步增加，
市场供应偏紧情况会随之缓
解，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价格持
续大幅上涨局面。

此外，据国家气象中心预
测，7月东北、华北、黄淮、江淮、
江汉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
多，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引发的
次生灾害或对蔬菜生产、流通
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地区、个别
品种价格可能波动较为明显。

刘爱华指出，鲜菜的供给周

期比较短，加上生产的调运调配
等政策的跟进，鲜菜价格不会出
现特别大幅的变动，不会对下半
年的价格走势造成持续影响。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兼
新闻发言人袁达也表示，当前
我国工农业生产供应充裕，市
场活力足、韧性强，物价平稳运
行具有坚实基础。下半年翘尾
因素将明显减弱，预计CPI涨
幅与上半年相比将会趋缓，全
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下半年物价稳中有降态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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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多部委齐发“定心丸”:

本报讯 北京市卫健委新闻
发言人高小俊上周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今年2月，市政府正式批
复《关于推进健康北京行动的实
施方案》，成立了由36个市级部门
组成的健康北京行动推进委员
会。3月份，健康北京行动推进委
员 会 印 发《 健 康 北 京 行 动
(2020-2030年)》，明确提出深入开
展 20项健康北京行动，到 2022
年，城乡健康环境持续改善，影响
健康的危险因素得到积极治理，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人
均健康期望寿命稳步增长，到
2030年，健康生活方式全面普及，
居民健康素养、主要健康指标保
持国际先进水平。

健康北京行动提出，深入开
展20项健康行动：健康政策推进
行动、工作体系加强行动、健康素
养提升行动、合理膳食推广行动、
全民健身普及行动、无烟环境营
造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慢性
病防治行动、传染病防控行动、家
庭健康母亲守护行动、老年健康
促进行动、残疾人康复促进行动、
校长推进健康行动、医务人员倡
导健康行动、企业管理者推进健
康行动、厨师促进健康行动、健康
环境提升行动、安全出行保障行
动、京津冀健康协同发展行动和
全球健康治理参与行动。每一项
行动均设定了2022年和2030年
目标。据悉，相关部门围绕20项
健康行动，已制定80项工作措施

和行动任务，推进115项行动指标
落实。

目前健康北京行动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和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正在联合各相关部
门，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着
手研究建立健康北京行动推进情
况的监测评估办法。今年开始，
将每年实施动态监测评价，适时
调整健康北京行动的具体相关内
容和指标，确保各项行动更有针
对性更富成效。

高小俊介绍，下一步，健康北
京行动推进委员会和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将强化“四方
责任”，统筹推进宣传、实施、监测
和评价相关工作，统筹推进各项
健康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北京老字号餐企上半年实现整体盈利

北京：深入开展20项健康行动 本报讯 2020年中国北京鲜食玉米大会暨
北京鲜食玉米节日前举行。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重大部署，大会采用“线
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模式召开，内容涵盖鲜食
玉米新优品种推介、科普知识传播、线上论坛
讲座等。

大会打造行业首个线上展示全产业链产
品、技术和装备平台，促进农民增收增效，带动种
业和产业发展。开发了云端系统和基地VR全
景展示平台。推出全行业首个小程序“鲜食玉米
大会e+”，在小程序上开设云地展和云展厅，详
细记录200多个展示品种在各生长期的特征。
企业和参会者只要关注小程序，就可以随时随地
了解相关信息，实现便捷高效的云对接。

大会设置了中国北京鲜食玉米云论坛，汇
聚鲜食玉米界著名育种专家、食品营养学家、
美食烹饪师等，专题报告演示鲜食玉米育种和
发展现状、营养特点、烹饪方法。同时邀请北
京、黑龙江、海南、四川等产区地方领导分享发
展鲜食玉米产业的经验，邀请育种家、流通商、
加工企业代表共同探讨进一步开拓鲜食玉米
的发展策略。大会还设置了云观品鉴与科普、
线上品尝等活动，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生产
消费互促进。

期间，评选专家组通过盲评的方式，从田
间表现、果穗产量、外观商品性及食味品质等
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价，评选出“全国十大优秀
糯玉米品种”“全国十大优秀甜加糯玉米品种”
“全国十大优秀甜玉米品种”，为广大种植户选
择品种提供参考。

另外，大会通过对北京市鲜食玉米主栽品
种、种植基地、销售产品和销售方式进行跟踪
调查和筛选评比，重点向市民推介本市鲜食玉
米优质品种、优秀生产基地、优新产品、优势销
售方式。

据介绍，北京已连续举办5届鲜食玉米节，
具备引领产业发展的决心与实力。在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等一批科研机构和院校，以及国内鲜
食玉米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北京着力发挥种业
优势，已成为全国鲜食玉米的研发中心，引领着
国内鲜食玉米的研发与推广。据测算，目前国
内鲜食玉米种植面积约1/3的品种来自北京，
部分育出品种品质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加大，北京发展鲜食玉
米迎来新的机遇与使命。今年3月，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等5部
门联合印发《北京现代种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提出重点推进包含特色玉米在内的12
大物种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到2022年实现北京现代种
业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服务链协同发展能力大幅
提升，现代种业建设成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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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以北京华天
集团为代表的同和居、同春园、
柳泉居等多家老字号企业，通
过搭设便民菜摊、开通远程预
点餐等方式实现创新经营、保
供应稳市场。新发地疫情发生
后，又通过畅销菜“锁价保供”
等措施落实“六稳六保”。记者
了解到，华天集团旗下共有100
多家企业门店，集团上半年已
经实现整体盈利。

设外卖小铺助战疫

年夜饭订单遭到大量退订，
提前备好的食材眼看着要烂在店
里；春节假期，不少市民的日常采
买也遇到难题。怎么办？老字号
同和居第一个有了主意。“顾客不
便进来我们就走出去！”同和居饭
店经理张紫薇说。在不少餐馆还
在观望疫情影响的时候，同和居
门前的便民菜摊已经支了出去，
没几天工夫，店里为春节期间准
备的食材竟全部卖完了。

随后，同春园、便宜坊等多家
老字号都纷纷摆起便民菜摊，为
周边居民供应新鲜蔬菜和酱货主

食；全聚德在和平门店和王府井
店门前摆出外卖小铺；聚德华天
集团旗下老字号砂锅居的便民网
点摆进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净土寺
社区;烤肉季把便民服务网点摆在
地铁北海北站，方便了往来行人
的采买。

搭车新零售创新营销

外卖小铺越来越热闹，不少
居民来排队总是一等就是一刻
钟。怎么办？全聚德又想出了把
外卖小铺“搬”到线上的主意。

“每天新供应上什么吃食，都
有人在群里通知，一样一样拍了
照片发来。我们想买什么直接在
群里说一声，他们就给留出来，提
前包好等我们来拿。不方便出门
时，甚至可以寄快递到家，店员们
就像是家人一样。”说起全聚德外
卖食品铺的微信群，市民张大姐
总是不住口地夸赞。

此外，各家餐馆还通过线上
转型，将服务重点从堂食转向堂
食外送、网络外卖、团体健康套餐
等多种形式，这也成为老字号创
新经营、保供应稳市场的缩影。

菜价锁定保供市场

6月以来新发地疫情发生，
食材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也让
餐饮行业面临货源短缺和价格
上涨的巨大压力。“我们参照消
费大数据，选出100多种家常菜
和特色菜，承诺一个月内不涨
价。”华天饮食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一方面与食材供应
商反复沟通协商，尽可能降低
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另一
方面由企业承担食材价格波
动，让利给消费者。

在政府推出的扶持政策和企
业一系列的创新经营手段、保供
应稳市场的举措之下，不少老字
号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半年答
卷。记者了解到，华天集团旗下
有超过100家的直属企业门店，其
直属餐饮企业在3月底已经实现
整体盈利，五一假期期间环比增
长超20%，6月已经恢复到去年同
期的78%。

近期，华天所属各家餐馆经
营状况再现回暖趋势，集团上半
年已经实现整体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