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方式

为了方便网友参与，从3月2
日起，封面新闻传媒矩阵开启多个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渠道，充分
收集读者心声。

1.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两会热
点大家谈》互动稿件下留言；

2.在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
或抖音账号进行留言；

3.进入封面新闻客户端青蕉
频道的两会热点大家谈专区发布
动态，图文或视频皆可，点击右下
角“发动态”即可；

4.拨打热线028-86969110。

预制菜火了，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
及监管等问题，成为消费者关注的话题
之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预制菜行业
正处于快速成长期，2023年我国预制菜
市场规模约5400亿元，2026年或将破万
亿元。预制菜作为一种新兴食品，如何
合法合规生产经营，从而保障消费者的
安全与健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月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对话住川全国政协委员、明宇集团董
事长张建明。他建议，商家应提前告知
消费者菜品是否为预制，同时在价格上
与现制菜品有所区别，让消费者能安心
用餐。

一个痛点
缺乏相关行业标准

预制菜食品安全难以闭环

张建明虽然在从事文旅行业，但
长期关注预制菜的发展动态。让他印
象深刻的是去年一则新闻，一对新人
在酒店举行婚礼，婚宴按6000元一桌
的标准配了16道菜，结果有七成菜品
为预制。有客人直接评价：“还不如回
农村办席，吃得新鲜。”如此体验，让新
人很是恼火，最后造成“不愿买单”的
纠纷。

在餐厅消费，点到的红烧肘子、鲜汁
鲍鱼、焖烧小黄鱼等菜品，到底是鲜货现
做还是预制加热、浇汁调味？很难分

辨。这确实是大多数消费者的“痛点”。
记者在成都部分海鲜批发市场、超市走
访发现，鲍鱼例汤、蒸鱼、烤鸭等预制菜
品都有成品售卖，购买后，打开包装加热
摆盘即可食用。有的菜品还专门有“十
人份”的包装，专供酒店或餐厅。

张建明表示，预制菜作为便捷食
品，目前是消费市场“新宠”，但还存在
全国性的规范、标准缺失，产品质量缺
乏保障。目前缺乏对预制菜生产主体
从业资格的基本规范要求，进入门槛极
低，从业者鱼龙混杂，导致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假冒仿制、以次充好、没有标识
信息（或者不全）、原材料无法溯源等问
题。在生产环节上，无法保障“舌尖上
的安全”。

张建明认为，餐饮市场缺乏对预制
菜的分类规范及对应的生产标准，导致
消费者难以区分识别预制菜层次。同
时，缺乏预制菜链路标准。预制菜是全
链路产业，目前冷链仓储等关联产业仍
然没有针对预制菜的专项标准，预制菜
食品安全难以闭环。

一个建议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建立预制菜公示、告知制度

“为什么消费者对预制菜比较排
斥？还是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张建
明分析，目前，无论是外卖商家还是堂
食餐厅，普遍均不告知消费者使用的是
预制菜还是新鲜现做食品，一般消费者
又无从识别，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

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目前还有
较多消费者难以接受在餐厅堂食时使
用预制菜，尤其对商家将预制菜与新鲜
现做食品同等定价更难接受，但是外卖
商家和餐厅又不提供预制菜和现做食
品的消费选项。

针对这些问题，张建明呼吁，相关
部门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行业规范和标
准，规范应涵盖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餐
饮服务等环节，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符合
食品安全法规，并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同时，还应加大对预制菜行业的监
管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

秩序和公平竞争。
在张建明看来，在预制菜的生产加

工环节，应明确生产主体的资格要求，
规范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同时，应建
立严格的原材料采购和检验制度，确保
产品的原材料来源可靠。在运输和销
售环节，应建立完善的冷链运输和储存
体系，确保预制菜的新鲜度和口感。在
餐饮服务环节，商家应明示告知消费者
所使用的预制菜信息，并在价格上与新
鲜现做的食品进行明确区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柴枫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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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宋秋：

文旅要长红，需沉下心来做优质内容

两会每日人物

2024年开年，文旅很热。“尔滨”爆
火之后，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奇招“开
门揽客”。春节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开
启“热辣滚烫”模式，国内旅游出游4.74
亿人次，同比增长34.3%；国内游客出游
总花费6326.87亿元，同比增长47.3%。

今年全国两会，文旅行业依然是代
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如何抓住机遇，
让“爆红”变成“长红”？有哪些促进文
旅行业发展的好建议？近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了全国政协委
员、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宋秋。

谈文旅热
“沉下心来做高品质内容供给”

文旅行业正在快速复苏，呈现出蓬
勃发展之势。放眼全国，四川文旅市场
的表现很突出。春节假期，四川纳入统
计的833家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4488.1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9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7.94%、37.24%。全
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共接待群众
1039.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1.60%。
另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信息显示，四
川接待游客人数居全国第二，出游人数
居全国第三。

“这几年，四川文旅实现了转型升
级，做好产品的迭代发展，稳居全国文
旅第一梯队。”宋秋说，四川文旅的稳定
发展离不开三个抓手，产业发展、品牌
营销和市场监管。春节期间，四川文旅
市场规范有序、安全平稳，出现无旅游
安全事故、无重大负面舆情、无重大游
客投诉“三无”局面。

流量来了，如何真正接住“泼天富
贵”？“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文旅爆红之后

要想长红下去，得沉下心来做优质内容。”
宋秋说，如今游客在文旅消费中，对审美
水准、高品质需求表现得非常明显。“要让
游客长期关注我们的产品、消费我们的产
品，就得沉下心来坚持做高品质的内容供
给，这条路是必须要坚持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做好营销。”宋
秋表示，四川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大
熊猫、三星堆、蜀道等都是声名远扬的
IP。“我们已经具备优质的资源和产品，
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的朋友圈，
进一步提升巴蜀文化影响力和四川旅
游吸引力。”

谈非遗
“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川剧变脸、蜀绣、川江号子、绵竹年
画、泸州油纸伞……作为非遗大省，四
川璀璨的非遗项目让人应接不暇。

“非遗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中凝
结的璀璨瑰宝，在传承传播中讲述着有

温度接地气的中国故事。这两年，非遗
方面的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在宋秋
看来，非遗在传播中国形象中有无可替
代的作用。

今年两会，宋秋带来了关于非遗方
面的提案。她建议，办好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传播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成都国际非遗节迄今已成功举办
八届，一直在用润物无声的方式讲好中
国故事。据统计，八届非遗节累计开展
各类活动3000余场，共有10000多个
非遗项目参展，600余支表演队伍参演，
135个国家(地区)和非政府组织的4000
余名代表和国内5万多名代表参加，并
广泛开展覆盖全省的非遗社区实践活
动，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树立可爱
中国形象的重要节会。

为进一步提升非遗节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宋秋建议，强化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合作，形成其长期参与主办机
制，共同培育品牌活动，落地重要活动，
推动持续出台成果文件。加强与国际
组织、友好城市合作，增强非遗节的国
际参与性。

此外，建设非遗特色文旅产业合作
平台，扩大国内外非遗合作项目路演、
授权推介、非遗新产品和机会清单发布
等的活动规模，“这样有助于这一有情
感、有内容、有质量、有成果的文化节会
逐步实现各国人士从喜爱到接受、崇尚
的转变，并主动参与、主动消费。”

谈知识产权
“激发更大的创新创造热情”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宋秋在另一份提案中提出，用好

知识产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她认为，知识
产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市场环
境中，通过产业化发展带来经济收益，
经济效益又将激发更大的创新创造热
情，并改善产业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良
性循环，“这对文化强国至关重要。”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比如，缺少法律支持，我国
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仅涉
及公权对“非遗”的保护，还基本没
有涉及私权保护问题；传统文化工作
者对知识产权缺乏了解及运用；以知
识产权转化利用为基础的文创产业
链发展还不成熟。

“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
非遗领域知识产权的研究。”宋秋认
为，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中
增加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要对非遗
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形态纳入知识
产权保护范围予以明确。

“还要提高文化保护传承人的认
识和能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水平。”
宋秋建议，构建文化创意产业链，加快
知识产权转化利用。国家应加大对文
化创意产业布局，选择市场环境、产业
基础好的地方，比如在成都高标准建
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园区建设中
要注重上游内容创意开发、中游设计
制作生产、下游营销推广管理产业链
三大环节的协同发展，培育文化创意
产业链主企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 柴枫桔

宋秋 受访者供图

两会热点大家谈

建立预制菜公示、告知制度你赞成吗？

一名采购商走过冰冻预制菜食材
冷冻柜。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