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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旨
在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此次通知亮点颇多，其中明确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
品等为原料，经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
预包装菜肴，不得添加防腐剂；同时中央厨房制作的菜
肴，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
食品，以及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等主食类产品
均不属于预制菜。

此前，已经有逾20省份出台了各自的预制菜高质量
发展相关文件和地方标准，但一份全国通用的标准，对行
业具有更完整和清晰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预制菜国标
出台，有助于行业的标准化、推动行业规范化，而监管也
将“有法可依”。

预制菜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其集中生产、加热简单、
口味统一的特性，格外适合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以及快速
扩张的餐饮行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此之前关于预制
菜的定义范围、安全标准始终没有厘清，预制菜未能摆脱
保质期过长，添加剂、防腐剂滥用的疑云。这也让预制菜
在很多地方被贴上了“不健康”“没营养”之类的标签。

因此，对于一个如此巨大体量的产业，一种近乎无所

不在的食品分类，行业规范有必要迅速补位，这也是通知
出台的背景。

而从通知内容看，对很多社会讨论都有所回应。比
如，关于中央厨房、速冻食品等一直存在争议的品类都予
以了明确，有利于缓解社会谈“预”色变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不仅精确定义了预制菜的概念，
也提高了预制菜的门槛，比如规定“不允许添加防腐
剂”。一方面，这表明了行业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符合
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追求；另一方面，预制菜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储存运输环节难度提升，对从业企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预制菜如何保鲜、保质可能成为一个新的
课题。对此，通知也有相对应的表述，比如增强优质原料
保障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水平、加快先进生产工
艺装备应用等。

可以看出，这些都为预制菜未来的发展厘清了方向。
客观来看，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太可能彻底拒绝预制

菜。那么，眼下重要的就是提升预制菜的透明度和美誉
度，让其无论从规模、质量还是舆论接受度上，都迅速成
为一种“普通食物”，而不再是一种被特殊标记的门类，从
而以一种更可信的状态，嵌入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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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国标出台，让公众吃得明明白白

今年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正是“健康睡眠，人人共
享”。早在前几天，“调查显示国人整体睡眠质量欠佳”
的话题，已经引发一波热议。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联合
调查，75%的受访者有或曾有入睡困难、易醒、失眠等睡
眠困扰。

俗话说：“天大地大，睡觉最大。”如同心理学上的
“心流”，好的睡眠让人神清气爽：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在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
康标准中，充足睡眠位列第一，其次才是均衡饮食与适
当运动。

伤害是相似的，失眠却各有各的原因。除了环境、
身体疾病等因素，和情绪高度相关的失眠往往更有话题
度。比如近年来，年轻群体当中的“睡不着”和“不愿
睡”，就成了越发可见的“症候”。不难发现，在分析失眠
现象时，不少研究报告都会提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是
主要原因”。这个小细节中，似乎暗含着某种“殊途同
归”：面对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压力加剧，睡不着的
人选择去玩手机，结果“沉迷”其中，变成“主动熬夜”；本
来就不愿睡的人也是越玩越兴奋，越觉“夜太美”，享受

“黑着眼眶熬着夜”。
显然，睡眠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在文化意

义上，它还会表现为一种失序，透支式加班和“报复性熬
夜”都是其中的表征，背后涉及时间管理的能力。如“报
复性熬夜”虽能理解，但也并不是人人都那么“理直气
壮”。事实上，有些人只是一边迷恋熬夜的快感，一边又
不愿适当割舍娱乐时间，并非总是“白天不值得”、完全
没有主动权。

健康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是一笔长期投资，而非
“一锤子买卖”。不难想见，即便“睡眠经济”方兴未艾、
助眠产品层出不穷，人们却还是“千金难买自然醒”。进
而言之，这不仅需要个体的积极投入，也呼唤社会充分
关注。正如《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所强调，对于睡
眠问题，仅仅从生活习惯或健康角度讨论和研究是不够
的，必须把睡眠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衡量民众生活质
量、衡量社会服务的高度。

这显然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从公共视角来看，从
落实劳动者的休息权、合理设置学生课业，到大力普及
睡眠健康知识、完善睡眠研究体系，都不妨纳入政策考
量，打造全方位的“睡眠友好型环境”。将目光放远，这
不仅符合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和预防为主的方针，也
有利于减少对慢病的社会和卫生经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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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睡眠

近日，甘肃天水以麻辣烫火热出圈，并带动当地旅
游搜索量猛增。为接住这波流量，甘肃各地纷纷加力推
介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

城市文旅的爆红有偶然因素，但也有迹可循。此
前，哈尔滨、西安等地的出圈表明，各地应注重把握文旅
消费复苏机遇、有效整合文旅资源、大力优化旅游环境
和服务。期待接棒的天水等城市快速跟进。要知道，从

“网红”到“长红”，还需在多环节下真功夫、苦功夫。
优化环境应对大客流。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规范

旅游市场秩序，加强行业监管，同时在交通出行、环境卫
生、食品安全方面做好保障。积极回应市场变化和游客
需求，持续释放城市魅力，完善当季当地特色文旅景点，
高效完成在特色景区景点的“分流”“引流”。适时亮出城
市特色资源，引导游客进一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底蕴。

打造特色文旅产品。如今，游客的需求已从看山看
水“到此一游”转向追求沉浸式、体验式休闲旅游。“千人
一面”的景点恐难维持长久吸引力，各地需立足当地资
源，打造独特亮点。还要持续更新创意，“常做常新”保
持景区景点新鲜度。上新差异化旅游目的地和文旅项
目，实力“吸粉”“宠客”，实现长时间引流。

下活“旅游+”一盘棋。文旅产业从来不是孤立、单
一的，而是综合实力的体现。“小吃热”背后是产业的支
撑。应对大客流，需在农业和文旅产业融合上下功夫，
拓展文旅产业链条，丰富旅游业态。要深入挖掘传统手
工业、民俗文化、农耕文化资源，实现农业资源、文化和
旅游资源的有机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带农，推动多产业
互促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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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烫热”考验文旅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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