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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本报讯 据市场监管总局
网站消息，近期，市场监管总局
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
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乳制
品、饮料、食盐、食糖、肉制品、
豆制品、茶叶及其相关制品、酒
类、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饼干、淀粉及淀粉制品、方
便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蛋制
品、蜂产品、罐头、蔬菜制品、水
果制品、水产制品、调味品、冷
冻饮品、速冻食品、糖果制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
殊膳食食品和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等30大类食品718批次
样品，其中检出食用农产品、酒

类、水产制品等3大类食品5批
次样品不合格。发现的主要问
题是，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
超标、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
不符等。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
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辽
宁、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
南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
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
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
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及时
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
并向总局报告。

现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
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微生物污染问题
天猫展鑫食品专营店（经

营者为辽宁省大连展鑫商贸有
限公司）在天猫（网店）销售的、
标称辽宁省大连海丰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即食海蜇头（海鲜
味），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福
州海关技术中心。

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一）安徽绿篮子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阳光欧洲城店销售的
鲜牛肉，克伦特罗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合肥海关技术中心。
（二）安徽省合肥悦家商业

有限公司环球广场店销售的、来
自安徽省合肥谊品生鲜蔬菜配
送中心的韭菜，腐霉利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合肥海关技术中心。

（三）山东省济南佳乐家超
市有限公司中铁建国际城超市
销售的砀山酥梨，经山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
其中多菌灵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济南佳乐家超市
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
议，并申请复检；经国家果蔬及
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复

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

符的问题
淘宝网竹酒专店（经营者为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朱亮酒水
商行）在淘宝网（网店）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长沙玉竹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委托江西省南昌丁坊
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青竹酒，经
合肥海关技术中心检验发现，其
中酒精度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
要求。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
对产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江
西省市场监管局核实，该批次青
竹酒是假冒南昌丁坊酒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产品。

市场监管总局通告5批次不合格食品

买菜靠网购，吃饭靠外卖，
教育靠网课，开会靠视频……
疫情以来的“宅生活”带火了
“宅经济”，一批新业态迎来爆
发式增长，相关企业利润大涨。

“宅经济”到底是一场意外
崛起，还是未来趋势？还会有
哪些投资新“风口”？

带动企业利润“涨涨涨”。
7月，位于湖南浏阳的盐津铺子
智能烘焙生产线，几乎看不到
操作人员。阵阵飘香中，成千
上万个小面包在传送带上“行
走”，然后被装箱发往全国各
地。

“疫情期间对代餐食品的需
求爆发式增长，我们的面包、蛋
糕、薯片等烘焙类产品供不应
求，鱼豆腐等销量也高速增长。”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学武说，预计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1.25亿元至1.3亿元，同
比增长将近一倍。

“宅生活”给多个行业带来
利好。钉钉、腾讯会议、百度网
盘、猿辅导等远程办公、教育软
件用户数量激增；叮咚买菜、盒
马鲜生、拼多多交易量抢眼；阿
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互
联网公司市值屡创新高。

在已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
报中，“宅经济”相关上市公司
利润涨幅惊人。速冻食品企业
三全食品，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390%至420%；小家电
热销的小熊电器，预计净利润
增长80%至110%；游戏娱乐公
司三七互娱，预计净利润增长
35.5%至45.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在国
际贸易大幅度萎缩的背景下，
上半年“宅经济”产品出口也较
快增长，笔记本电脑、手机出口
分别增长9.1%、0.2%。

快速调整顺应新需求。在

部分专家和市场人士看来，“宅
经济”走红看似一场“意外”，其
实背后是相关企业早有准备、
提前布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带来的市场变化，能够快速
调整、顺应新需求。

“我们此前就看到快节奏、
‘宅生活’的趋势，因此对产品
重点作出调整，推出了沙琪玛、
小面包、酸辣粉等系列新品；花
大价钱改造的智能制造‘无人
工厂’，也在疫情期间凸显优
势；再加上这几年大力发展电
商业务，上半年业绩飘红在意
料之中。”张学武表示。

实际上，无论是运动健身、
智能家居、方便速食等相关产
品热销，还是移动办公、远程教
育、在线娱乐等相关服务需求
激增，或是“直播带货”等销售
方式备受青睐，这些“风口”在
疫情前就已经显现。只不过疫
情按下了“快进键”，加速了这
些趋势，也倒逼企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

“直播救急，数字化救命。”
护肤品牌林清轩创始人孙来春
这样总结。拥有数百家门店的
林清轩年初一度业绩下滑
90%，靠“电商”加“直播”很快实
现“V”形反转。不仅线上销售
额激增，6月线下销售额也同比
增长54%。

“过去是穿着数字化‘新鞋’
走在传统零售的‘老路’上。直
到疫情发生后，我们才发现
2014年开始布局的数字化建设
和原来积累的粉丝流量，为企业
带来了生机。”孙来春说。

不少企业家认为，“宅经
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经济，核心
是数字化。新产品、新服务大
幅度提升了消费体验，迎合了
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红
火是趋势，也是必然。

还有哪些“风口”？“宅经
济”还能火多久？企业和广大
投资者还能抓住哪些“风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在
信息技术进步及普及、商业模
式创新等因素影响下，‘宅经济
’仍会继续火下去，未来一段时
间都会以较快速度发展。”

专家指出，寻求投资机会，
不仅要关注疫情带来的短期影
响，更要把握疫情过后哪些消
费行为和习惯随之改变，哪些
改变将长期存在。

“疫情之后还会诞生很多
新的商业机会。”长期研究企业
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春花认为，
线上娱乐、游戏、教育、知识付
费和远程办公，零售业及物流
配送、社区服务的线上线下融
合，智慧城市和大健康等领域，
都会迎来不错的发展。

大势所趋，机会所在，从政
策调整也能一窥端倪。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不久前
发布的9种新职业中，与“宅经
济”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营销师、
信息安全测试、在线学习服务
师名列其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
门近日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
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
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包括在线
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
字化治理、产业平台化发展等
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将得
到政策全面支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
国家大力推动“宅经济”、数字
经济发展以及5G时代来临，一
大批“新风口”“新机遇”将随之
而来。但企业能否站上“风
口”、抓住机遇，归根到底取决
于自身眼力、魄力和实力。

（新华社）

疫情“宅生活”带火“宅经济”
一、生产情况
2020年5月，农副食品加

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5%，食
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

二、销售情况
2020年1－5月，粮油、

食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
6205.9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4%；饮料类商品零售类值
累计值819.3亿元，同比增长
8.5%；烟酒类商品零售类值
累计值1392.3亿元，同比下

降6.3%。
三、效益情况
2020年1－5月，国内规

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2102.7亿元，较去年同
期持平。其中，农副食品加工
业实现利润总额650.1亿元，
同比增长19.0%；食品制造业
实现利润总额628.8亿元，同
比下降2.5%；酒、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823.8
亿元，同比下降9.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整理）

2020年1－5月
食品行业运行情况一批新业态迎来爆发式增长，相关企业利润大涨

本报讯为切实加强海参
养殖用药监管，不断加大对违
法违规使用农药和禁用药、销
售原料药以及无证经营等行
为的打击力度，农业农村部17
日下发《关于加强海参养殖用
药监管的紧急通知》，组织各
地开展海参养殖违法违规用
药专项整治行动。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
7月17日至8月31日的专项
整治行动中，对海参养殖使
用敌敌畏等农药、孔雀石绿
等禁用药、氧氟沙星等停用
药和假、劣兽药，以及无证
经营兽药、销售原料药给养
殖者和销售假、劣兽药等行
为，进行拉网式、全覆盖的
摸底清查。要深入实施药
残监控和监督抽查，开展养
殖环境药残检测，对检查中
发现的违法违规用药、售药
行为严厉打击，发现一个、

查处一个、绝不姑息，严厉
整肃海参养殖用药和兽药
经营市场秩序。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
快健全海参用药日常监管机
制，认真查找日常监管工作
中的漏洞和短板，加快建立
长效机制。要指导养殖者推
行水产健康养殖，自觉规范
海参养殖日常生产、用药行
为，同时加强对养殖企业和
养殖户的执法巡查。积极开
展水产养殖规范用药科普下
乡活动，广泛向海参养殖者
普及法律知识，警示其禁止
使用农药，假、劣兽药和禁用
药，教育兽药经营者不销售
原料药给养殖户，不销售假、
劣兽药。

农业农村部将调度、督
导各地整治情况，并及时将
相关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向社
会公布。

农业农村部下发紧急通知
加强海参养殖用药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