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隽

又是一年秋分时，又是一
个丰收节。在第三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
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
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慰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
好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
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在全社会
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
农民的浓厚氛围，让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金秋时节，东北的大豆由
青变黄，江南的稻穗愈发饱
满，华北的苹果熟了，西北的
牛羊壮了……大地用收获来
回馈农民一年辛苦的劳作，丰
收的喜悦洋溢在亿万农民的
脸上。金秋收获时刻，我们再

次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
个礼赞丰收的节日里，和亿万
农民一道共庆丰年，共享五谷
丰登的美好。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丰
收节里谈丰收，首先就要谈粮
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对我们
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
来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
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可
喜的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实现“十七连丰”；
早稻产量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
的态势。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
大头，秋粮播种面积增加，作物
长势良好。粮食连年丰收，农
业根基稳了，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丰收节里谈丰收，深感今
年的好收成来之不易。今年以
来，我国的粮食生产连续经历
了干旱、“倒春寒”、病虫害、洪
涝、台风等多个关口。克服不
利影响，农业稳产、农民增收，
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抗风
险能力的全面提升。立足抗灾
夺丰收，我们迈过了一个又一
个沟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
战。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一些国家限制粮
食出口，国际农产品市场发生
剧烈波动，我国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依然保持供给充裕、价格
稳定，真正做到了“任凭风浪
起，我有压舱石”。牢牢稳住粮
食安全这块压舱石，我们面对
各种风险挑战时才能更加无
惧，应对起来才能更加从容。

连年丰收体现着粮食生
产的政策支持体系越来越完

善。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
国之要。近年来，支持“三农”
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政策供
给不断加强。农业补贴主要
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产
能提升，农机购置补贴重点向
粮食作物倾斜，对小麦、水稻
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
玉米、大豆实行生产者补贴，
对产粮大县实施奖励政策。
这不仅有力推动形成了全社
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
农民的浓厚氛围，也大幅提升
了我国粮食供给保障水平和
综合生产能力。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丰
收节里谈丰收，深感连年丰收
离不开广大种粮人的努力和奋
斗，要向千千万万的农民致
敬。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
源远流长的农业大国里，正是
有了千千万万农民的辛勤耕

耘，才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
饭，才创造了以占世界9%的耕
地、6.4%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
界近1/5人口的奇迹。未来，
要立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弘扬中
华农耕文明，彰显乡村价值，
增强农民的荣誉感、自豪感，
全面汇聚起推进乡村振兴的
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
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
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
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
革。当前，农业快步迈向高质
量发展。我国的粮食生产从
“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愈
加明显，从“旧动能”向“新动
能”的转换日益加速，从“积累
量”向“提升质”的跨越渐入佳
境，这幅壮美的丰收画卷越来
越斑斓多彩，成色越来越足。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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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绘就更加壮美的丰收画卷

□ 赵昂

近来，有舆论认为，虽
然猪肉价格仍在高位，但我
国目前在建或将建的养猪项
目规模较大，不排除未来猪
肉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生猪产业也会出现产能
过剩。对此，也有人回应称，
在建或将建的养猪项目规模
究竟能实现几何尚且是未知
数，讨论猪肉价格能否在未
来出现下行，甚至是否会出
现产生过剩，为时尚早。

事实上，牛肉近期也处
于高位运行状态，同比大幅
上涨。据农业农村部集贸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
国牛肉价格由2020年第24
周的81.81元/公斤持续上涨
到35周的83.97元/公斤，连
续12周保持上涨。要知道，
近期并无重大节日，属于牛
肉消费淡季，牛肉价格依然
高位运行，值得市场关切。

猪肉也好，牛肉也罢，
肉类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
样的。除却国内供应和海
外进口增速放缓之外，还有

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就是我
国居民肉类消费量明显增
长。以牛肉为例，从2015年
到2019年，我国牛肉消费量
年均增长率为5.84%，而同
期牛肉产量年均增长率为
仅为1.97%，牛肉产量的增
速追不上居民消费量的增
速。毕竟，城镇化加速、居民
收入增长、消费升级，这些原
因都使得居民肉类消费量
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对肉
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升。

换言之，如果忽略居民
肉类消费意愿增长这一动
态因素，仅以当下静态的肉
类供应量和需求量来判断
未来价格以及产能是否过
剩，未免有失偏颇。尽管去
年我国居民肉类消费总量
高达9420万吨，位居世界第
一，但人均肉类消费量仅为
64公斤，而许多发达国家的
人均肉类消费量在100公斤
左右。也就是说，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我国居民肉类消
费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当然，我国居民肉类消
费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猪

肉占据很大的比重，其次是
禽肉和牛肉。

更为关键的是，就以现
有的消费量计算，我国居民
肉类消费的供给缺口也是
很大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2019年我国猪牛羊禽
肉产量7649万吨，比上年同
比下降10.2%，而从2013年
到2018年，我国猪牛羊禽肉
产量一直维持在8600万吨
以上。这近千万吨“消失的
产能”，想要恢复也并非易
事。毕竟，肉类生产既需要
一定的时间周期，也需要特
定的土地和环境条件，新增
产能从纸上到落地再到牲
畜出栏，依然有许多挑战和
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在建和将建
的各种肉类产能，不仅要满
足当下居民消费的缺口，也
要考虑到未来的消费升级
意愿，只有这样，新增产能
才能维持肉类价格的稳定
性和相关产业的可持续
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谈未
来会不会出现“肉类产能过
剩”，真的为时尚早。

□ 刘天放

中秋节将至，月饼作为
节日具象化的代表，也迎来
了销售旺季。除了传统月
饼企业之外，近年来，月饼
行业的入局者也越来越
多。肯德基、必胜客、西贝
莜面村等餐饮企业，喜茶、

奈雪の茶等茶饮品牌，百草
味、三只松鼠等零食品牌都
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

近年来，月饼市场呈现
出“跨界”的特点，今年这一
特点仍然比较突出。一些
原本非月饼甚至非食品领
域的企业跨界开发月饼产
品，而自吃市场更追求口味

和性价比，除了流心月饼、
鲜肉月饼、蛋黄酥等网红产
品，传统的菜市场自制月饼
也颇有市场。

非传统月饼生产企业
甚至“不相关”的洋餐饮都
来做月饼，表明中秋月饼已
成为各大品牌比创意拼脑
洞的战场。 ＞＞下转12版

想要控制体重，喝一瓶代餐
粉当晚饭；忙工作过了点儿，吃一
根坚果蛋白棒省事儿还管饱……
主打低热量、健康、饱腹的代餐食
品如今在年轻人中走红，成为饮
食圈的新潮流，也吸引众多食品
企业投身其中，获得资本青睐。
代餐食品托起千亿元市场，却也
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乱象。（9月14
日《北京日报》）

所谓代餐食品，顾名思义就
是取代部分或全部正餐的食物，
多以代餐粉、代餐棒、代餐奶昔的
形式出现，比如魔芋蛋糕、植物蛋
白条、即食鸡胸肉、坚果能量棒等
等。鉴于目前代餐食品鱼龙混杂
的市场乱象，有效监管行业行为
和矫正消费误区势在必行。

代餐食品的宣传营销主打高
纤维、低热量、易饱腹。无论是出
于健康瘦身的考量，还是应对生
活快节奏的需要，代餐食品都迎
合了年轻人爱美、释压的群体诉
求。但代餐食品果真具有替代人
们一日三餐的功效吗？业内专家
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代餐食品行业规范的缺
失令其功能缩水。纵观当下的代
餐食品乱象，其主要表现为资质存
疑、宣传夸张、代理无序。一些自
称“国际大牌”的代餐食品其实是地
下小作坊所为，成本仅几十元的奶
昔却以数百元的价格售出；大多标
注有“低卡”“纤维”“健康”等字样，
配图片也多为精美摆盘，并辅以蔬
菜沙拉，明示或暗示有减肥效果；
大多数代餐产品都是通过微商售
卖，经过线上培训即可进行销售。

更为关键的，目前市面上很
多产品配方单一，并不符合代餐
的本意，而国家对这一新兴市场

尚无任何强制性的规范标准。既
然称“代餐食品”，就当讲求更为
系统、全面的营养配方，但是，现
在市面上很多代餐产品却难以达
到。以谷物代餐粉为例，其主要
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热量虽然够，
但维生素和矿物质明显不足。与
其吃这种代餐，还不如拿牛奶混
合燕麦片泡一泡吃，不仅价格便
宜，营养效果可能更好。一些不
良商家为达到快速瘦身效果，甚
至违规添加对人体有害的盐酸西
布曲明、酚酞、利尿剂等药物成
分，这不仅对肝脏、肾脏损害严
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

其次，不少消费者对代餐食品
存在认识误区。由于对健康瘦身
抱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一些年轻消
费者对商家的宣传笃信不移，甚至
干脆以代餐食品取代正常的一日
三餐。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营养
代餐食品虽然可以带来饱腹感，但
却无法保证营养均衡、全面。有专
家明确警告：代餐食品不宜长期食
用，可以作为没空吃饭的解决方
案，但无法替代均衡的日常饮食，
尽量一天不要超过一顿。每天只
吃代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基础代
谢需求，长期食用会使人产生体
虚、乏力、头晕等症状，甚至还可能
引起内分泌紊乱和胃肠炎症，以及
女性闭经、器官退化等问题。

“管住嘴、迈开腿”是当下国
人崇尚的养生共识，而“管住嘴”
则应在保证营养均衡基础上控
制饮食。食物不仅仅是必需性
营养素的复合体，还有自己独特
的营养价值。遏制代餐食品乱
象，不仅需要相关标准、规范尽快
建立，也需要消费者正确认知并
理性消费。 （北青报）

遏制代餐食品乱象
亟 须 监 管 跟 进

谈“肉类产能过剩”是否为时过早

让“跨界月饼”为中秋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