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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预制菜行业发展迅猛，但行业发展有喜有忧。小龙虾等预制菜产品受到追

捧，一些餐馆用预制菜却遭消费者吐槽。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冷链技术还无法解决保

鲜问题，加之小众需求始终会存在，工业化终究无法解决个性化的需求。预制菜如何以

好吃、新鲜等对标建设来引动新变局，尚需新餐饮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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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 2023 中关村论坛

本报记者 李国

“这家餐馆好几道菜都是预制菜，上得特

别快，但是不好吃，下次不会再去了。”日前，

重庆消费者王女士对记者说，下馆子就想吃

现做的，如果是预制菜会比较抵触。

不过，王女士表示，自己也会从网上买小

龙虾等预制菜，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很方便。

对此，专家指出，预制菜如何以好吃、新

鲜等对标建设来引动新变局，尚需新餐饮人

的努力。

不用怀疑，预制菜真的火了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人们生活节奏

加快，预制菜成为餐饮业的新宠，给追求快节

奏工作生活同时又垂涎美食的人们提供了一

种新选择。

以小龙虾为例，叮咚买菜数据显示，在 5
月第 1周，该平台小龙虾相关商品环比上周的

销量上涨超 300%，共计售出约 300吨、超 1200
万只小龙虾。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成渝）美食工

业博览会上，重庆梁平海老汉食品展出的香

辣小黄鱼和梁平嗦螺成为爆款，圈粉无数。

作为西部首家海鲜类预制菜全产业链企业，

通过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该公司 1 月~
4 月的预售订单销售额已突破 1 亿元，显示了

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强劲的发展势头。

预制菜也成为食品产业链公司争相布局

的焦点。上游的农牧企业、下游的餐饮企业，

以及中游的食品生产企业，甚至速冻食品、调

料企业，纷纷跑马圈地。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预制菜

相关企业有 5.9 万余家。从成立时间来看，

44.8%的相关企业成立于 1年至 5年之间。

餐馆为啥爱用预制菜？

记者从多家电商平台看到，市场上各种

预制菜产品众多，而同一类型产品的价格也

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原、配料部

分。但食材的新鲜度和品质，并不会在配料

表上体现出来，消费者也无从知晓料理包的

实际价格和品质。

事实上，关于预制菜含有大量添加剂、太

油太咸的吐槽一直不断。此外，由于事先未

告知，一些餐厅使用预制菜让消费者觉得有

种被欺骗的感觉。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

同发展中心研究员莫远明坦言，预制菜产业

仍处培育阶段，从技术研发到设备生产，难

以集约化、集成化，以至规模效应有短板；产

品有效期较短且订单分散，运输时间、储存

温度对菜品口味影响较大；还有同质化竞

争，让其缺失中餐的特质味道灵魂，特色性

有待突围。

那么，餐馆为啥爱用预制菜？“预制菜是

大范围工业生产，具备长链条属性，具有集中

采购、集中销售、集中定价的特点。对于餐厅

及企业生产者，复杂的菜品更易于有效复

制。”重庆味海供应链（集团）公司总经理唐枭

桐对记者说，使用预制菜还可以减少一些人

工等成本。

长远发展，既要好吃又要安全

专家指出，随着大众对预制菜消费频次

的增长，现有的品类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开

发除小龙虾、酸菜鱼、红烧肉等充斥整个预制

菜市场之外的菜品迫在眉睫。

银食品牌创始人李丽宏表示，消费端预

制菜应聚焦“家庭比较难完成的菜品”“在家

操作简单便捷的菜品”以及“比自己做单份成

本低的菜品”，助消费者实现“在家做大厨菜”

的目标。

一些企业也在创新菜品。记者在位于重

庆冉家坝的盒马鲜生门店看到，有鲍鱼花胶

鸡、松鼠桂鱼、猪肚鸡、剁椒鱼头，价格从 10多

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各种预制菜，成为超市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为部分食品所要求的消费场景，本身

就需要现炒现卖的口感，目前的冷链技术还

无法解决保鲜问题；加之小众需求始终会存

在，工业化终究无法解决个性化的需求。”川

菜工业化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车振明说，预

计经过 5 年至 10 年的发展，预制菜菜品有望

实现手工制作 95%的风味还原。

得利斯董事长郑思敏也认为，目前，预制

菜赛道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局部不足，行业发

展有不少痛点。虽然有关部门正密集出台预

制菜相关标准，但仍缺乏完善的国家标准及

行业标准，不利于行业长远良性发展。

莫远明说，对预制菜企业而言，好吃决定

它能走多高，安全决定它能走多远。提高消

费者对预制菜的认知和认可程度，应加强对

预制菜行业的引导和监管，优化食品安全体

系，让预制菜成为消费者喜爱的健康之菜、安

全之菜。

对预制菜企业来说，好吃决定它能走多高，安全决定它能走多远

预制菜如何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李逸萌 时斓娜 赖志凯 茹晓茜

5 月 25 日至 30 日，2023 中关村论坛在京

举办。

自 2007 年创办以来，中关村论坛已经成

功举办 13 届，2023 中关村论坛将办成推动全

球开放创新、合作共享的科技盛会。

围绕着“开放合作、共享未来”的年度主

题，今年的中关村论坛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为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突出国家级、前沿性、国际化特点

2023中关村论坛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协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围绕着国

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特色，设置论坛会议、展

览展示、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以及配

套活动 6大板块，将举办 150余场活动。

在论坛期间，还将发布一批原创性、颠覆

性科研成果和权威性研究报告，举办科技服

务创新发展专场会、新型实体企业论坛，以及

科学家关于硬科普讲座等一系列配套活动。

在筹办过程中，今年的中关村论坛进一

步突出国家级、前沿性、国际化等特点。

同时，论坛紧扣科技发展前沿，聚焦人工

智能、量子科学、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探讨

科技创新趋势，展示最新成果，开展项目路

演，发现和挖掘一批颠覆性技术，打造引领科

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在国际化方面，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

宾将出席论坛，近 200 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

组织和机构参与，包括 17 位诺奖级嘉宾在内

的近 120 位顶尖专家将发表高水平主旨演

讲。其中，外籍演讲嘉宾占比超四成。

多个“首次”惊喜亮相，科技办会
亮点纷呈

今年论坛会议板块包括开幕式、全体会议、

平行论坛等多场活动。其中，开幕式和全体会

议邀请了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众多知名科

学家、企业家，他们将在中关村碰撞思想、交流

智慧、分享经验、共商合作。55场平行论坛将探

讨前沿话题、聚焦科技热点、推动共治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2023 中关村论坛还将首

次设立女性平行论坛——“科技女性创新论

坛”，中国女航天员刘洋将以“星空寄语”这一

独特方式为论坛揭幕，多位中外女科学家也

将来到论坛，展现女性力量在科技创新中的

闪光点。

在 108米高的首钢 1号高炉前，一块巨大

的矩阵式 LED 屏幕上星云密布，科幻感十

足。5 月 29 日，中国科幻大会将在此拉开帷

幕。本届论坛首次把中国科幻大会纳入，成

为平行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呈现一场

极具想象力和体验感的科幻盛宴。

最佳视点数达 9 个，可满足多人共同观

看的裸眼 3D 显示屏；由 6 个矿泉水瓶拉丝制

作的参会包；打造可供线上参会人员捏脸进

入的平行元宇宙会场……这是记者今天在中

关村论坛主会场现场看到的场景。智慧中关

村论坛、绿色中关村论坛、云上中关村论坛，

这是 2023 中关村论坛科技办会突出的三大

方向。

此外，在展览板块，今年的展览力争让观

众在沉浸式观展的同时，每看一个单元就能

了解一个领域，熟悉一个产业。作为 2023 中

关村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关村论坛

展览（科博会）将呈现参展数量多、创新成色

足、互动体验好的特点。

中关村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中关村是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科技部

副部长吴朝晖介绍，中关村论坛作为我国积

极参与世界科技创新的实践，深度参与全球

科技治理的重要国际交往窗口，为推动北京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深

化科技开放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积跬步至千里。近 10 年来，中关村正努

力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同

时，也带动了北京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大家可以算一下，不到 5 分钟就诞生一

家科技型企业。”2022 年，北京每天新创办的

科技型企业数量为 293 家。这意味着平均不

到 5 分钟，就诞生一家科技型企业。这是

2023 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副市

长于英杰估算出的“北京速度”。据他介绍，

这一数字是 10年前的 3.8倍。

从引领全国到辐射全球，中关村的创新

基因不断生根发芽。中关村与全国 26个省区

市的 77 个地区（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中关村企业累计在其他省份设立分支机构达

到 9 万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300 多家

跨国公司在中关村设立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

心 ；中 关 村 企 业 2022 年 出 口 总 额 达 到 了

3202.3亿元，是 2012年的 1.9倍。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推动全球开放创新、合作共享的科技盛会
——写在 2023中关村论坛举办前夕

2023中关村论坛 5月 25日拉开帷幕。自 2007年创办以来，中关村论坛已成功举办

13届。本届论坛将办成推动全球开放创新、合作共享的科技盛会。今年的中关村论坛

进一步突出国家级、前沿性、国际化等特点，将举行 55场平行论坛，探讨前沿话题、聚焦

科技热点、推动共治共享。

阅 读 提 示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蒋菡）“半年

来，试点工作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市场主体

将专业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搬’到老年人家

中，实现了发展体制创新、工作机制创新、服

务模式创新，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今天，北京市民政局

副局长郭汉桥在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

青论坛上这样表示。

据介绍，北京市按照“培育一类主体，构

建两种模式，实现全面覆盖”的总体思路，开

展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试点，实现机构养

老向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调发展的战略转

型，在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基本

养老服务均等化前提下，以社会化、市场化方

式从根本上系统破解超大城市养老难题。

据统计，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约 465 万，

占比达到了 21.3%，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该论坛以“让专业养老服务走进寻常百

姓家”为主题，聚焦创新完善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社会关切

问题，发布北京市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试

点工作成果和初步经验。

北京健康养老集团打造了北京首家居家

养老服务综合示范中心，该公司董事长李育

海介绍，创新模式试点启动半年来，“北康养 e
家”小程序已完成注册用户 15.5万多人，累计

签约长期居家照护服务近 100单，开展各类为

老服务超 3800单。

破解超大城市养老难题

北京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5月 24日，伴随着江西庐山站东站房钢结构组合体
与中间站台钢立柱顺利搭接，标志着世界首例大型站改
钢结构跨线顶推顺利完成，此次顶推一举创造了站房改
造工程跨线顶推施工中宽度之最、重量之最、面积之最、
滑轨数量之最四项“世界纪录”。

庐山站为既有客站改扩建工程，是江西省首个、全国
第二个“上进上出”式高铁站，站房分东、西站房两期建
设，西站房已开通运营，东站房 2024年 7月底具备开通
运营条件。据悉，庐山站东站房顶推共分3次进行，7月
中旬还将进行两次顶推，届时将填补铁路繁忙干线上高
效安全建设大型站房的空白。 代建力 胡国林 文/摄

世界首例大型站改钢结构整体跨线顶推成功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时斓娜）记者今天从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获悉，该部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

会，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力争年底前地级及以上

城市居民小区覆盖率达到 90%以上，2025 年底前基本实现全

覆盖；围绕“让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开展首届全国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

数据显示，近年来，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

截至 2022 年底，29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平

均覆盖率达到 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

步形成；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53 万吨，焚烧处理能力占

比 77.6%，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较大提升。

据介绍，垃圾分类工作是今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

议部署的重点工作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要进一步健

全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加快地方立法进程。要在

推动科技赋能上下功夫，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统管”，大力推动

环卫装备标准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推动环卫行业向科技智慧

型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扎实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补齐中西部地区焚烧处理短板，持续提升焚烧处理能力，开展县

级地区小型焚烧试点工作，不断优化生活垃圾处理结构。

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周怿）5月 23日，生态环境部公布排污许可

领域环境执法 4 起典型案例，涉及排污单位以欺骗手段申请

取得排污许可证、擅自改变管理类别无证排污、生产经营场所

发生变化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增加，未依法重新申请取得排

污许可证等违法行为。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古瑜

金属配件厂以欺骗手段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案。2022 年 4
月，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在开展重点监管行业排污许

可证清单式执法时发现，顺德区容桂古瑜金属配件厂于 2021
年 12月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但执法人员调取该厂近期自行

监测数据等资料，发现实际生产和排污情况与排污许可证不

相符，该厂涉嫌排污许可证申领资料弄虚作假。

该企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佛山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撤销其排污许可证，处 23 万元罚款，3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排污许可证。

其余 3 起典型案例分别为：江苏省南通市南通耀龙金属

制造有限公司擅自改变管理类别无证排污案；浙江省台州市

椒江通达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未依法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案；上海市上海博奥教学用品有限公司未依法重新申请

取得排污许可证案。

涉及以欺骗手段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等

排污许可领域环境执法4起典型案例公布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咱们平时在超市买的桃子，它的

成熟度基本上就在七成熟。八成熟的桃子是进入不了超市

的，如果进超市可能今天进明天就坏掉了。认养桃树能够吃

到树熟的桃子，可以养到八九成熟再摘。”近日，北京金果丰果

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张海合对记者说。

签名挂牌、浇水养护，5 月 21 日，北京市平谷区盒马村一

片热闹景象，首批“桃主”正跟随种植技术人员学习养护桃

树。认养成功后，“桃主”可以私人定制桃的品种和成熟度，待

桃子成熟后，可以带家人喜提自己“承包树”的果实，也可选择

邮寄到家。

“一棵树保底产量是 40 斤，认养后这棵树所有产量都是

你的。”张海合说。

认养一棵桃树是盒马继红薯地、五常稻田后，将认养农业

模式推广到时令水果领域的尝试。对水果基地来说，认养农

业可以将订单前置，一方面资金快速回笼有利于生产规划，另

一方面可以缩短整个供应链路。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提升

体验感、参与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翟天昶认为，认养模

式可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并

且满足了消费者对认养农业生产全程监管的需要，让农业生

产全程可视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食物安全等风险，

也能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可以提升体验感，还能吃到好吃的产品

认养农业受消费者青睐

5月 23日在青岛造船厂拍摄的一艘即将
交付的船舶（无人机照片）。

今年以来，山东青岛造船厂来自国外的

集装箱船、散货船等订单饱满，生产订单已排
至2025年。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海外订单足
船企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