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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在手机上打开叮咚买菜、盒马等一些电
商平台发现，原本首页醒目的“预制菜”频道已经
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快手菜”频道。

记者用“预制菜”“快手菜”为关键词在相
关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打开的页面中，商品内
容几乎一致。

不仅是线上，线下相关门店的预制菜宣传
海报也几乎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快手菜”

“大师菜”等内容。
而今年春节，类似的“春节年菜”宣传曾非

常红火，商家并不避讳“预制菜”主题。没想到，
仅时隔一两个月，宣传的画风已悄然改变。

“说白了，改名就是为了更好地销售，预制菜
有点被‘玩坏了’，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一些误解。”
一位不愿具名的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坦言。

在江北大道的一家潮汕鲜牛肉餐厅，商家
打出“本店不用预制菜”的告示。据该商家介
绍，其主打的特点就是明档厨房、牛肉鲜切、明
火现做。

而类似的天水麻辣烫、川渝砂锅、淄博烧
烤……近年来被消费者捧红的美食，都是热腾
腾、烟火气十足的现制品。

“小锅大火快速翻炒”“拒绝使用预制
菜”……采访中，不少餐饮商家纷纷与预制菜

“划清界限”。
一位甬城资深餐饮行业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预制菜是指
“提前预制好的菜肴”，会让人联想到食材是
否新鲜、有没有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尤其是今
年“3·15”晚会曝光了有些“梅菜扣肉”预制
菜使用了劣质槽头肉作为原料的案例，加上
近年来餐饮企业推广普及预制菜品中，有无
良商家使用质次价廉的料理包，引发“劣币驱
逐良币”现象，让预制菜陷入信任危机。更名
为“快手菜”，可能更符合其满足快速、高效的
厨房需求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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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返利”要小心
“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及时提醒，

我的钱肯定被骗走了！”近日，客户王先
生再次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宁波中山支
行，当面向工作人员表达感谢。

原来，前几天，中山支行工作人员
帮王先生识破了一起投资骗局，为王先
生避免经济损失10000元。

事发当天，王先生急匆匆来到中山
支行，要求办理借记卡掌上银行转账限
额提升业务，工作人员照例询问了提额
原因。王先生称，他要转账10000元用
于投资返利，但通过掌上银行转账时被
提示超额转账，所以就来中山支行办理

借记卡掌上银行转账提额业务。
工作人员在听到“投资”“返利”等

字眼后立即警觉起来，便进一步询问王
先生具体投资情况。王先生解释，他几
天前加入了一个“公益活动群”，这几天
群主在群内公示了某投资平台营业执
照，邀请群内人员向该投资平台充值，
充值1000元后即可获得100元“返利红
包”，同时还能获得相应“积分”，当“积
分”累计到一定程度还可获得高额“分
红”。

此外，客户还展示了其与一位专属
接待员的聊天记录，记录内容充斥着

“转账”“打款”等字眼，并有他人成功获
得“返利红包”的截图。

此时，工作人员基本确定王先生遭
遇了投资诈骗，立即对其进行劝阻，一
边安抚王先生情绪，一边通过“企查查”
等渠道向王先生展示该投资平台存在

“经营异常”“严重违法”等标签，劝其放
弃转账。

经过一番劝阻，王先生终于意识到
这场“投资”的不合理之处，决定放弃转
账并表示，幸好掌上银行转账有限额，
否则就被骗了。

在此，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提

醒，在日常生活中，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
加强风险防范，对于那些号称“低投入、
高收益、无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请务
必提高警惕，切勿盲目追求高息回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金融消费者一定要加强风
险识别，善于识别电信网络诈骗，守护
好自身“钱袋子”。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陈宁迎 张敏光 杜嘉明

预制菜之于餐饮行业，可谓“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火焰”，让人既爱又恨。

预制菜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中式餐饮的
经营模式，有效解决了餐饮经营中“人、效
率、成本”等诸多困扰行业发展的难题。同
时，大大降低了餐饮经营的门槛。

据中国饭店协会《2022中国餐饮业年
度报告》，一家餐饮企业的原材料、房租、人
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超过70%，全行
业进入“低毛利”时代。加上高烈度竞争、无
休止的价格战，大批商家苦苦挣扎在盈亏平
衡点上。而预制菜的使用，有效地降低了餐
厅经营的人工成本、食材和能源的损耗。

同时，餐饮是人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
中餐，极度依赖厨师的手艺。而预制菜能打
破区域限制，突破厨师壁垒，从“厨师驱动”
到“供应链驱动”，有可能“克隆”西式餐饮企
业“从单店到千店万店”的发展模式。

据《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我
国预制菜行业下游最大需求来自餐饮行业，
销售渠道85%以上集中于商户端，小吃快餐
店、连锁餐饮店、主打外卖的餐饮店、团餐等
是预制菜应用的主要场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中式餐
饮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预制菜只是其中一
个方面，未来的厨房里可能不再是讲究师
门、比拼刀工的厨师，而是懂得现代食品工
业的产品经理。

“工业化和个性化并存，效率和烟火气兼
容，这将是未来中式餐饮的底色。”宁波市餐
饮业与烹饪协会会长郭海浩认为，连锁餐饮
企业追求“极致效率”“供应链鲜配模式”，新
鲜现做的餐饮永远会有市场。 记者 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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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预制菜，监管部门已经发
布新规，规范行业发展，整顿预制菜乱象。

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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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
知》），首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并
对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推进预制菜标
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
《通知》有几个关注点，一是明确关于预

制菜的定义和范围，二是规定预制菜不得添
加防腐剂；三是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要
明示，要求餐饮商家公示预制菜使用情况，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宁波餐饮业人士表示，新规的出台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行业标准的缺失，对假冒伪
劣仿制、无标识信息、原材料无法溯源等乱
象形成震慑，同时会加速行业大浪淘沙的过
程，带来预制菜行业的重新“洗牌”。

“本店不用预制菜，现炒
现做。”近期，甬城一些餐饮
店纷纷亮出“拒绝预制菜”的
告示；叮咚买菜、盒马等电商
平台也纷纷将首页的“预制
菜”频道，悄然更名为“快手
菜”频道。

这些举动的背后，似乎
都在与预制菜撇清一些关
联。预制菜不香了？

过去几年，预制菜产业
一路狂飙，从食品企业到餐
饮企业再到电商平台，入局
者众多，行业发展热火朝天。
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预制菜加工企业已超 7 万
家，2023年预制菜产值突破
5000亿元。

然而，预制菜野蛮生长
的背后也出现不少乱象，消
费者对此诟病不少。此番电
商平台、餐饮商家有意和预
制菜“撇清关系”的背后，透
出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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