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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
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推广餐饮环节菜品
配料和制作方法自主明示制度，加快制定完
善预制菜相关标准，持续开展预制菜风险监
测和评估，进一步严格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指导意见》主要从提升餐饮服务品质、
创新餐饮消费场景、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弘
扬优秀餐饮文化、促进绿色发展、优化餐饮业
营商环境、加强组织保障等7个方面提出22
项具体政策措施。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指导
意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切入，涉及了餐饮
产业链发展的各个环节，它的出台将加快促
进预制菜产业规范且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更
好地推动餐饮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同时
推动餐饮企业规范自身的治理体系和经营标
准，为中餐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对于接
下来推动整个餐饮的消费发展、拉动地方消
费热点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亮点亮点 11
积极推广积极推广““互联网互联网++明厨亮灶明厨亮灶””等模式等模式

《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广“互联网+
明厨亮灶”等模式，大力推广餐饮环节菜品配
料和制作方法自主明示制度，推广餐饮外卖
封签制度，开展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减量使
用、非必要不添加、自觉抵制非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承诺。加强农餐对接合作，探索“种养殖
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模式。

要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制修订一批餐饮
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健全中餐评
价标准，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中餐评价体
系。鼓励围绕地方菜系制作等重点领域制定
技术标准。加强餐饮业标准宣贯实施，鼓励
相关机构和企业开展餐饮企业标准“领跑者”
活动。

3 月 21 日，市场监管总局等 6 部门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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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预制菜范围，对预
制菜原辅料等进行了界定。在这次发布的

《指导意见》中，再次提出要规范预制菜产业
发展。加快制定完善预制菜相关标准，持续
开展预制菜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严格预
制菜食品安全监管。引导相关机构建立预制
菜技术联合开发平台，不断提升预制菜品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
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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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预制菜的定义、范围作了很好的界定。《指
导意见》的出台，更加聚焦了下一步如何出台
针对预制菜的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的定义
和边界的范围内，进一步指导餐饮企业、地方
的产业园区，促进预制菜产业规范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并提升预制菜的品牌形象。

亮点亮点 22
培育培育、、认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认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

《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创新餐饮消费
场景”。要求培育、认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和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盘活社区闲置空间资
源，支持设立早餐店、老年食堂等社区餐饮网
点，鼓励地方向提供社区老年人供餐、助餐服
务的有关机构给予适当支持。鼓励发展夜间
餐饮、休闲餐饮、文旅主题餐饮等，促进餐饮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乡村休闲餐饮。
完善乡村休闲餐饮配套产业和设施，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打造“美食名村”“美食名镇”，发
布乡村餐饮美食导引。要培育餐饮消费平
台。办好“中华美食荟”活动，支持地方、行业
协会及平台企业举办各具特色的餐饮促消费
活动，培育餐饮消费热点。加强美食旅游宣
传推广，鼓励推出精品美食旅游线路。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告诉记者，
《指导意见》对于餐饮产业链发展的各个环节、
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都有涉及。尤其是关于创
新餐饮消费场景方面，邢颖认为，创造消费的
新场景实际上就是在创新消费的新形式、建设
消费的新业态，从而提升文化的新价值。

亮点亮点 33
加大餐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餐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在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方面，《指导意

见》提出，要培育知名餐饮品牌。实施地域餐
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深入挖掘传统烹
饪技艺和餐饮文化，培育“名菜”“名小吃”“名
厨”“名店”，打造地方特色餐饮品牌。支持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
街区，培育区域特色美食品牌。加强对老字
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的宣传和保
护。加大餐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
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要发展特色小吃产业。鼓励符合条件的
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依法申请注册特色小吃
商标。建立健全小吃制作、原辅料种养、门店
建设等标准，加强小吃制作技艺保护和传承，
培育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和发展基地。引导小
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协作，带动食材种
养相关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邢颖说，近年来，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柳
州螺蛳粉等一批地域小吃品牌不断涌现，体
现了我国小吃在消费多样、品牌建设、产业升
级等方面不断发展，也给扩内需、促消费、稳
就业、兴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小吃产
业对食材种植、加工烹饪、食品检验、旅游、文
创产品等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带动作用。“中
华小吃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底蕴和内涵丰富多彩，要引导小吃产业
向健康、精致、产业化方向发展，在创新中传
承经典；为小吃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平台
资源，有计划组织国际饮食文化交流活动，促

进特色小吃走出国门。”

亮点亮点 44
支持餐饮经营主体开拓海外市场支持餐饮经营主体开拓海外市场

《指导意见》指出，要传播中华优秀餐饮
文化。加强地方特色餐饮文化内涵挖掘和保
护，培养餐饮文化和技艺传承梯队。推动体
现中华餐饮文化的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要加快
中餐“走出去”。支持餐饮经营主体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在检验检
疫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中餐厨师赴境外从
业，支持餐饮原辅料等进入国际市场。探索
开展“中文+职业技能”项目，鼓励中餐专业
院校拓展国际合作渠道。鼓励国内专业餐饮
评价机构开展中餐国际评价，提升中餐评价
国际影响力。

邢颖认为，对于中餐“走出去”，《指导意
见》的出台可以说是“非常解渴”。“尤其是在
中餐厨师境外从业、餐饮原辅料进入国际市
场等方面，以前我们的餐饮企业在‘出海’的
时候，确实遇到了诸如厨师不能在国外做商
业经营，烤鸭坯等食材没有国际认证或者没
有经过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检疫‘出不去’的困
境，这些都影响了中餐的国际化发展。《指导
意见》的出台，说明了商务部等部门对此做了
大量的调研、下了很大的功夫，积极为中餐企
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亮点亮点 55
为餐饮经营主体融资提供便利为餐饮经营主体融资提供便利

在优化餐饮业营商环境方面，《指导意
见》提出，严肃查处餐饮领域以安装设备、认
证认定、购买指定保险等名义开展的各类涉
企乱收费行为。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食品
经营许可相关手续，减少非必要现场核查环
节。要拓展投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提升
风险定价能力，为餐饮经营主体发放信用贷
款。发挥商标质押功能作用，鼓励金融机构
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惠及面。发挥行业协
会等组织作用，健全银企对接机制，为餐饮经
营主体融资提供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餐饮
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信用类债券，利用多
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对此，赵京桥表示，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以
中小微企业为主的餐饮业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利好。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更好地让企业发
挥市场主观能动性，这样整个市场才会更加
活跃。对于《指导意见》中提出的餐饮企业投
融资以及上市，赵京桥说，餐饮企业在过去的
发展中，经历了企业与资本市场的“高潮期”
与“低谷期”，这也与整个餐饮自身发展的规
范性水平有关系。《指导意见》提出要拓展餐
饮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将有助于更好地推动
餐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打开
快速发展的空间。 本报综合消息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44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托育机构质量

评估标准》，自2024年4月1日起施行。《标
准》明确，托育机构应取得提供托育服务的
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中应明确注明“托育服
务”或“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应设有
满足婴幼儿生活游戏的生活用房及适当的
辅助用房。婴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
及以下，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婴幼儿用房明亮，天然采光，生活用房窗洞
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20%。生
活用房不宜朝西，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遮

阳措施。
简化征信投诉办理简化征信投诉办理，，新规新规44月月1515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发布《征信投诉办
理规程》，自 2024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规
程》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一是简化投诉要
求，优化办理流程，提升办理规范性。其
中，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统一在其
官方网站上公布投诉渠道，简化对投诉人
的身份核验要求，新增材料审查、投诉中
止、合并办理等流程，并规范了投诉申请、
投诉答复、终止告知等相关文书格式。二
是统一征信投诉受理权与管辖权。三是强

化制度设计，引导投诉人正确维权。
与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有关与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有关，，这项强这项强

制性国家标准制性国家标准44月月11日起实施日起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
品》，自2024年4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明
确主要技术指标包括三方面：一是针对不
同类别和不同销售包装重量的生鲜食用农
产品设置了 10%—25%包装空隙率上限。
二是规定蔬菜（包含食用菌）和蛋不超过3
层包装，水果、畜禽肉、水产品不超过4层包
装。三是明确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成本与
销售价格的比率不超过20%，对销售价格在
100元以上的草莓、樱桃、杨梅、枇杷、畜禽
肉、水产品和蛋加严至不超过15%。

新修订的新修订的《《快递服务快递服务》》国家标准国家标准44月月11
日起实施日起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新修订的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自2024年4月1日起
实施。《标准》对用户下单和投递方式进行
了细分，更好适应寄递用户个性化需求。
增加智能化服务要求。包括智能安检系统
和智能信包箱、智能快件箱、快递无人车、
无人机等智能收投服务终端相关要求，推
动新技术在行业的应用。
新修订的新修订的《《导游服务规范导游服务规范》》44月月11日起实施日起实施

新版国家标准《导游服务规范》自2024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标准修订的主要
内容包括：规范相关表述、更新导游服务能
力要求、优化导游服务内容要求、增加出境
游领队服务要求、优化入境游导游服务要
求、完善突发事件和常见问题的处理要求、
增加导游服务质量评价内容。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长沙3月30日电（记者 帅才）各
地中考体育考试陆续开始，骨科和中医专
家提醒考生，备考时期要作息规律，注意科
学合理训练，锻炼要量力而行，避免因高强
度的突击训练而造成运动损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骨科专家雷
光华教授介绍，一些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
成绩，突然增加锻炼强度；还有学生因为运

动过度、突击训练导致关节扭伤、肌肉拉伤
等运动损伤。

雷光华提醒，学生在体育考试前保持
中等强度的锻炼是科学的。每次运动之
前，都应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舒展全身的
关节、肌肉，降低运动受伤的风险；要避免
突然剧烈地跑跳等，在高强度运动中可以
戴运动护具，加强对肌肉和关节的保护。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志病中医药诊
疗中心主任杨萍提醒，考生在备考期间可能
出现紧张等情绪，影响脾胃功能。越是临近
考试，考生越要保持平常心，不要改变平时
的饮食习惯，不要吃太多油腻的食物，以免
加重肠胃负担。考生应保证摄入充足的蛋
白质，适当食用一些鱼虾、瘦肉、鸡蛋、牛奶、
豆腐等，配合新鲜蔬菜，促进钙的吸收。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22项具体政策措施

加快制定完善预制菜相关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