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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零食的时候，看似分为三等份的
饼干，打开盒子发现中间凹进去一块；一片
分装海苔里垫有大包干燥剂；箱装牛奶仅
有5小盒，剩余两倍空间用纸板填充；种种
方式只为了让商品显得更“有料”。网友吐
槽称：“这样的包装会误导消费选择，感觉
受到了明显的欺骗和糊弄。”前不久，零食
“公摊面积”冲上热搜，零食包装问题再度
引发热议。    （据《中国新闻周刊》）

零食“公摊面积”
该“瘦瘦身”了

□本报评论员 薛静

  最近关于食品过度包装的问题引发热议，只
不过不是月饼、粽子这些“节日特供”，而是零食，
因为包装过大、实物太少被吐槽为零食“公摊面
积”。好笑之余，不禁让人回想起两年前的一桩“旧
闻”，某网红零食品牌高管受贿之余还伙同他人盗
卖公司废纸箱获利超68万元，最后锒铛入狱。

  获利超68万元，这得卖多少纸箱？这些摞成
山的纸箱，背后又是多少过度包装？一个品牌尚
且如此，整个市场就更不用说了。过度包装不仅
与当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议背道而
驰，还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涉嫌
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是故意通过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包装形式欺骗消费者，还有可
能构成欺诈。
  食品包装的意义在于安全防护。精美的包装
固然可以吸引消费者，但不是长久之道。对消费
者而言，包装再精美、再独特，关注的核心还是
里面的食品。试想，当消费者满怀期待拆开包
装，发现食品实际数量、质量和包装不相符时，
想必再好看的包装也拯救不了“弃购”的心情。
  实际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
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今年9月份正式实
施，对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的包装层数、包装
成本、包装空隙率作了明确规定。
  既然有依据，那么对于零食“公摊面积”过
大、涉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
积极作为，该监管就得监管，促使企业合规经
营，而不是通过过度包装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获
利。同时，消费者也需擦亮眼睛，树立理性消费
观，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拒绝那些过度包装的商
品，以实际行动诠释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草案三审
稿拟在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的规定中明确
促进农业增效、粮食生产者增收，增加提高为粮食
生产者提供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规定。
　　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
障机制，以健全市场机制为目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业增效、粮食生
产者增收，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国家支
持面向粮食生产者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
务，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鼓励和引导粮食适度规

模经营，支持粮食生产集约化。
　　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品种
丰富多样、品质营养健康的消费需求。草案三审稿
明确规定促进粮食领域先进技术、设备的推广使用，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增加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
内容；明确国家推进农业机械产业发展；增加规定支
持推广间作套种等种植方法，提高粮食单产。
　　此外，草案三审稿将有关规定修改为，国家实
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严格控制各类占用耕地行
为；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当依法落实补充耕地
责任。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
定草案2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草案进一步建立健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监管制度，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在帮助大病患者筹集医
疗费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一
些乱象，影响了平台公信力甚至慈善事业发展。草
案进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监管制度，明确从事个人求
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对
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具体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
部门另行制定。
　　草案进一步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在合作募捐中的责任，明确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公开募捐；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与合作方依法签订
书面协议，并对合作方的相关行为进行指导和监
督；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责对合作募得
的款物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
户。同时，完善相应法律责任。
　　慈善组织存在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
善财产等违法行为的，除对该慈善组织进行处罚
外，草案还加大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力度，明
确情节严重的，禁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
人员。

慈善法修改拟促使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规范发展

  冬雪皑皑，大棚林立。走进位于山东省寿光市
洛城街道寨里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
心基地，科研人员正在28号棚内进行黄瓜品种的对
比试验。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育成的功能性口感黄瓜。
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品种黄瓜的10倍以上，有
助于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具有减脂美容功效，因
而被命名为‘中蔬佳人’小黄瓜。”中国农科院寿
光蔬菜研发中心高级农艺师董甜说，目前，“中蔬
佳人”小黄瓜已在寿光市累计推广1000余亩，亩产
在1万公斤以上。
　　“中蔬佳人”小黄瓜等新品种，是寿光蔬菜种
业创新的突破之一，也是寿光与中国农科院开展院
地合作的成果之一。
　　寿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许铁敏是中
国农业科学院到寿光挂职的干部。她告诉记者，早
在2013年，双方就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19
年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揭牌。
2021年7月，寿光市对口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创建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为契机，协同探索
县域农业科技现代化新做法、新机制、新模式。
　　依托双方共建的研发中心，寿光市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围绕实施科技创新示范、产业模式升级、人才
引进培育、生态质量提升四大工程，全链条推进寿光
农业发展科技化、生产标准化、服务高效化，被农业
农村部列为首批“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目
前，寿光已承接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0余项，形成种
子和植保产业化产品33个，育成蔬菜新品种30余个，
科研成果的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00万亩。
　　蔬菜种子好不好，菜农最知道。寿光市稻田镇崔
岭西村是个以西红柿产销为主的专业村，2014年由

崔岭西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了寿光市众旺果蔬专业合
作社，是当地较早开展标准化蔬菜种植的合作社。
　　“品牌有了，标准高了，就缺一个叫得响的好
品种。”崔岭西村党支部书记崔玉禄说。
　　而第一时间为菜农解决难题，把研发的新成果
就地转化、试验推广，是院地合作的最大优势。在中
国农科院研究员余宏军和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帮助
下，经过多次研究、探讨、试种，“原味一号”草莓番茄
扎根崔岭西村。首批成熟的果子市场销售价就达到
了40元/公斤，可为合作社的菜农增收5万元/亩。
　　“西红柿卖出了草莓的价格，还供不应求。”
崔玉禄说，目前，崔岭西村合作社蔬菜的年销售量
近2万吨，销售收入超过1.1亿元。
　　在院地合作的带动下，产学研深度融合，寿光
与中国农科院又创新探索了“院地共建平台+实体
化运营”模式，成立了中蔬生物（寿光）科技有限
公司，围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开展市场化运营，
精准打造成果转化链、科技服务链，一大批农业新
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技能走进“中
国蔬菜之乡”的田间地头。
　　“与中国农科院的密切合作为我们蔬菜产业发
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提升了寿光农业科技创新与
应用水平。”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说，目
前，寿光筹建了设施蔬菜领域技术创新中心，已推
广大棚滴灌、水肥一体化等3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
和立体栽培、无土栽培等30多种新种植模式，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达205个，全市蔬
菜先进技术覆盖面达到95%，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
的贡献率达70%，全市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达70%
以上。
           新华社济南12月25日电

院地合作为“中国蔬菜之乡”插上科技翅膀

青州入选国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

  据《大众日报》消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
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通知，公
布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
位名单。我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潍坊青州市两地
入选。
　　青岛西海岸新区目前文旅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超11%。新区每年发放2000万元消费券，推出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板块百场活动，整体带动消
费近10亿元，今年举办高端节庆会展活动300场，
吸引游客1370万人次。
　　近年来，青州创新推行“文旅共建、产城共
融、科创共筑”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推动业态
集聚、乡村振兴、城景合一建设和提升公共服务等
方面成效显著。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

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

寿光市、高新区入选

第一批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

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日前，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第一批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区建设单位名单，我市寿光市、高新区入选。
　　此次省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全省共评选6个县、3
个园区。示范区评选标准是区域内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整体部署有力，统筹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健全且运行
良好，各类知识产权的行政、司法保护水平较高，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代理监管
水平较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较为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