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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产品标准”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周志翔

不同餐厅的菜品价格往往有差
异，需要搞清楚背后的原因，以菜品
的标准化、精细化，让消费者消费得
明明白白。

同样一道手抓羊肉，不同餐厅
标价迥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不
同的羊肉品质，不同的烹饪方法，这
些对于菜品的定价有着巨大的影
响。这些是消费者难以直接看到
的，也给浑水摸鱼、货不对版的商家
提供了操作的空间。

餐厅是将一系列食材展现给消
费者的窗口，这些食材来源往往只
有经营者心知肚明，标出价格的同
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食材的种类、
品质。以河南胖东来超市为例，食
品进价与销售价格标示得明明白
白，利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一
道菜品价格构成包含多种生产要
素，可能没法全部清楚标明，但类似
的做法可以借鉴。

消费者抱怨菜品标价较高的背
后，实际上是想有个透明消费的环
境。明明白白的食材，明明白白的
定价，明明白白的标准，才能让消费
者感觉到钱花到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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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餐饮业发展需要完善标准

用“特色标准”
做大地方美食

刘薇

地方特色小吃发展成产业，标准有
多重要呢？就说拉面，兰州拉面与青海
拉面都够有名，可若不是当地人，谁能说
得清它们的区别？除了面条粗细，是不
是还有汤底用料与熬制之不同？把兰州
拉面带向全国的，实际上不是兰州人，而
是距其250公里外的青海化隆人。最早
一批开面馆的化隆人，就是在兰州面馆里
当学徒，学成了、生意做大了，不经意间也
侵过权，于是想打出自己的名号。可问题
来了，说到拉面人们总会想到兰州，咋
办？为了这个产业发展，青海2023年12
月发文，要做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包括原
料生产、汤料制作、辅料配制、拉面制作、
冷链物流、卫生防疫、服务质量等等。

包括面食在内，很多地方小吃既有
自己的特色，也有共性存在，比如食材用
料与制售方式等等，而不同的烹饪方式
与吃法决定着价格，以及消费者的心理
感受。但如今价格差异又不是简单分类
就能清晰界定的，倘若没个标准，会乱。
所以，得有一个行业标准，让这些地方美
食健康有序发展，至少明确各自的“概
念”是什么、特色在哪里，对外宣传介绍
起来也能说个一二。这任务急迫且艰
巨，该动起来了。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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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面提升餐饮服务品质、优
化餐饮业发展环境等要求。在提升
餐饮服务品质方面，指导意见将“完
善标准体系”列为商务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和各地方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的任务，要求根
据行业发展需要，制订或修订一批餐
饮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鼓励围
绕地方菜系制作等重点领域制定技
术标准。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方面，
鼓励发展特色小吃产业。

结合近年来热门文旅话题中有

关讨论，不难看出，一个健康的餐饮
产业，对文旅发展有极大的助推力，
尤其是地方特色小吃，影响着消费者
的直观感受。如何打造一个健康的
餐饮产业，进而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和基础，就是“餐
饮标准”。

“标准定价”
应该成为行业标准

吴戈

餐饮价格贵不贵，不仅要看让消费者付
了多少钱，还要看消费者有没有吃好。其实
在大家对一些餐饮价格不满的背后，除了觉
得价格偏高以外，更有“不值”的感觉在里
面，为银川地方特色美食“标准定价”可以作
为管理部门干预餐饮价格的突破口。

无论是 128 元一斤的手抓，还是三四
十元一碗的烩肉，大家在看菜单价格的时
候，就在衡量它们值不值这么多钱。一斤
手抓里的去骨肉占比和肥瘦比例，一碗烩
肉里纯肉的净重，是“值不值”的评判依
据。如果能达到心中的标准，甚至超出预
期，大家自然会觉得这些餐品物有所值。

当下，强制降低餐饮价格的做法显然
是不科学且不容易实现的事情，毕竟餐饮
价格终归还是需要市场自行调节。此时，
应通过控制餐饮的标准，以标准定价让消
费者感到满足。在明码标价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商品的质量和数量进行细化要求，
让餐饮品质得到保障，消费者自然也愿意
为这份品质掏腰包。另一方面，通过标准
控制，还能让一些浑水摸鱼的商家浮出水
面，市场管理部门应随时关注，及时要求整
改，对情节严重的进行严惩，在净化行业风
气的同时，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切实增强城市对外形象。

今年3月22日是第三十二届“世界水日”，
主题是“水促进和平”。3月22日~3月28日，
是第三十七届“中国水周”。水是生命之源，生
产之要，生态之基，用好水资源、做好水文章，
是银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这些年来，外地游客来银川，印象最深的
一点就是随处可见的水景，要维护这一得来
不易的成果，少不了统筹谋划、系统治理，科
学构建现代水网。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
工程的投用，让我市实现了黄河水供水工
程+备用水源地两套城市供水方式的成功转
型，用地表水成功替换地下水。“一沟一策”开
展银川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消除9条城市

黑臭水体，过去的臭水沟经过截污纳管、清淤
和水生植物的种植，变成了景色宜人的带状
休闲湿地，供市民休闲和散步。

水利万物而不争，水资源同样是重要的
生产要素，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须臾离不
开水资源的助力。近年来，银川扎紧农业用
水总量的“水袋子”，指导优化种植结构、大力
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积极发展节水型、高附加值农业，实现节
水增收双赢。工业领域，银川市以工业节水
为重点，积极推动“以水定产”和用水权改革，
主动打好工业水效提升仗，推动全社会用水
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变。银川市加快节水型园

区和企业创建步伐，先后创建区、市级节水型
企业33家，其中用水量100万立方米以上企
业建成节水型企业达75%。累计实现了用水
权交易 71 笔，交易水量近 6.83 亿立方米，交
易金额7.06亿元，有力推动了“水资源”向“水
资产”转变。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四水四定”原则，是全市做好水资源文
章的指导方向。要让更多人知晓水资源的宝
贵，可以通过实地参观感受，让群众切实体会
到水韵之美，切身感受生态环境改变带来的
获得感与幸福感，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到
共同保护的行动当中。

精细用好水资源 打造发展新优势
周志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