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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冬虫夏草38元/克

●遗失无锡香安餐饮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3202050083530，副本编号320
205000201805220014，声明作废

●钱伟东遗失无锡市乌鹤山公墓锦
鹤三区15排42号墓穴证，声明作废

●遗失徐之伏朝阳农贸市场豆制
品19号摊位押金2500元收据，作废●遗失吴玉娟朝阳农贸市场豆制
品24号摊位押金2500元收据，作废

●遗失梁溪区霸霸餐饮店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82767591广告热线

●遗失包小雏导游证，编号:
JJ83587E，声明作废

无锡市梁溪区南下塘街238-1、248、
248-1、246-1号“梁溪区南下塘沫相忘茶
饭馆”已退铺终止履行合同，限“梁溪区南
下塘沫相忘茶饭馆”老板见报后15天内
办理原店铺内燃气封户手续，如逾期未办
理，我司将依据相关条款解除其享有的权
利，按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无锡天朗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7日

公 告

个性化推送成为无良
商家横征“智商税”的推
手。尽管一些主流平台表
示，会及时下架涉及虚假夸
张宣传的帖文，减少其全平
台曝光权重，但半月谈记者
发现，只要将用户画像调整
成青年女性，这些真假难辨
的信息依然会混在平台的
个性化推送流中映入眼帘，
用户防不胜防，很难识别其
广告本质。

个性化推送固然是今
日互联网平台的主流技术，
但不应该对资讯信息与商
品广告不加区分。“消费者
如果误以为自己接收到的

玻尿酸食品广告是‘保健常
识’‘科普资讯’，难免不知
不觉被商家洗了脑。而且，
这种迷惑性与隐蔽性都极
强的营销手段有可能逃过
监管，对行业生态的腐蚀性
极大。”唐健盛说。

多位专家表示，以玻尿
酸食品为代表的新型保健
食品如何“有理有度”适当
宣传，是相关部门需要严肃
回应的问题。平台也应负
起更大责任，通过智能技术
迭代，着力清理“伪素人分
享”“伪科学普及”等相关内
容，还消费者一个清朗的资
讯空间。 （半月谈）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提供
的数据显示，我国七大类食物减损空间有五
成左右，若挽回一半的损耗和浪费，可每年节
约2.3亿吨食物，能满足1.9亿人1年的营养
需求。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群建议，通过加强冷
链建设、构建全产业链食物减损标准体系等
减少食物损耗。

普定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站站长邓飘建
议，从“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着手，加
大预冷、贮藏、保鲜等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投入，增加冷藏车购置使用，尤其是便于城
市穿梭的小型冷藏车，保障冷链运输，完善生
鲜食物终端配送机制。

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高全程机械化水平和作业标准化程度，
推进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加强粮食仓储
和流通设施建设，有效减少农产品的产后损
失。

记者在韭黄种植大县贵州普定县看到，
为了减损，该县在韭黄基地建立清洗、整理、
分级、包装、预冷一体的韭黄采后商品化处理
配套设施。邓飘说：“目前，全县韭黄商品化
处理配套设施齐全，韭黄全产业链损耗降低
了50％以上。”

业内专家建议，加快构建全产业链食物
减损标准体系，推动先进技术、工艺、设备等
及时应用于食物减损实践。

（据新华社）

生产运输中损耗的食物不是一点点……
若挽回一半，可满足1.9亿人1年的营养需求

超量使用种子、收割
时大量粮食颗粒掉落或
破碎、果蔬运输中大量腐
烂……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
营养发展研究所近期一
项研究揭示，每年我国蔬
菜、水果、水产品、粮食、
肉类、奶类、蛋类七大类
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
耗和浪费率合计22.7％，
约4.6亿吨，其中生产流
通环节食物损耗 3 亿
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生产环节播种粗
放、采收不精，储运环节
冷链不完善是造成食物
损耗的主要原因。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定义，食物损耗是指食物在生
产、收获后处理、贮藏、加工、
流通等环节由于人为、技术、
设备等因素造成的食物损失，
不包括在消费端的食物浪费。

记者在田间地头调研发
现，有的地方生产环节播种粗
放、采收不精、管理打折，粮食
损耗率较高。

在播种环节，一些小麦产
区仍是“广种薄收”模式。天
津市农业农村委二级巡视员
胡伟通过研究发现，正常用种
量在30至50斤，有的农户播
种粗放，每亩播种量高达100
斤。

到了收割时节，麦籽被收

割机上的鼓风机吹落田里的
现象比较普遍，收割机割台高
速碰撞穗头也会导致掉粒损
耗和籽粒破碎。这种情况容
易让小麦发生霉变，影响后期
储存。

一些水稻产区的农户反
映，收割机作业过程中稻穗末
端稻谷脱落、清选工序中籽粒
不能及时分离等情况，都会产
生相当数量的稻谷损耗。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
发展研究所动物食物与营养
政策中心主任、研究员程广燕
研究发现，机械收割粮食环节
损耗率最低可以控制在1.9％，
但个别地区玉米机收总损耗
率高达10％。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设备保障、专业知识不足，
在储运环节中，蔬菜、水果、粮食等损耗量不小。其
中，水果、绿叶菜等损耗达到惊人的地步。

有的粮食企业储粮设施陈旧老化，通风、温控等
设施配备不足，发霉和虫蛀时有发生。2020年以
来，随着粮食价格预期上涨，一些种粮大户惜售心理
变强，但其储粮设施简陋，有的甚至无法及时烘干，
损耗较高。

一些农户缺乏储存专业知识，果蔬产后储存环
境温度、湿度把握不当。贵州蔬菜种植户李珍文说，
一些小型果蔬基地，多种蔬菜、水果混合储存现象普
遍，已损坏的果蔬产生乙烯会加剧其他果蔬成熟和
衰老。

数据显示，果蔬生产及产后处理损耗最低可以
控制在9.2％，最高则超过25％。

程广燕说，我国果蔬损耗率高与冷链化程度较
低密切相关，大部分果蔬运输处于“裸奔”状态。据
了解，发达国家冷链运输普遍在80％以上，我国目前

仅为约3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采用的“冷链”

还比较原始，仅放几个冰块，有的甚至依旧用
简陋的小棉被裹着生鲜品。“为了节约成本，
冷链司机在运输途中私自关上制冷机的情况
依然存在。”一位冷链企业负责人说。

“一车豌豆从云南发往北京，需要经过基
地收集转运、批发商装车运输、农贸市场批
发、零售商进货等环节，装箱搬运最少4次。”
货车司机王大勇说，“非冷链条件下，一车30
吨重的豌豆会产生近5吨损耗。”

添了玻尿酸，价格翻几番

玻尿酸竟成食品业新宠
近来，有“医美万金油”之

称的玻尿酸忽然成为食品行
业新宠。不过，价格动辄是普
通食品数倍的玻尿酸食品真
的有奇效吗？热潮之下，乱象
丛生，对玻尿酸食品跃跃欲试
的消费者，到底为什么会“踩
坑”？

要说玻尿酸食品给人的
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贵”。

不久前，燕京啤酒推出了
一款透明质酸钠啤酒——狮
王玻光酿玫瑰葡萄精酿啤酒，
透明质酸就是玻尿酸的别
名。添了它，6瓶装330毫升
的啤酒就可以卖到299元，远
高于一般啤酒的市场价格。
实际上，不说啤酒，就是一般
的饮用水，只要添加了玻尿
酸，在电商平台上的价格就可
提到普通水的四五倍。

说起来，符合国家标准的
医用透明质酸钠产品注射进
人体真皮层，的确可以在一段
时间内起到一定的保湿补水，
改善皮肤状态的作用，正因
此，注射玻尿酸在医疗美容行
业俗称为“水光针”。相应地，
玻尿酸食品在电商平台和社
交媒体上宣扬的卖点，往往就
是“吃出水光肌”。实际上，这
些食品添加的玻尿酸分量只
能用“极其微量”来形容，成本
也并未增加多少，显著提升
的，只有食品的价格。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厉曙光说，目前没有任何权
威证据证明，食用玻尿酸能促
进体内透明质酸的合成，“‘吃
出来的水光肌’并不成立”。

实际效果成谜，玻尿酸
食品为何依然风靡？这背
后的“套路”不少。

上海市消保委调查发
现，玻尿酸食品企业往往会
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
展示页面中精心布置种种
铺垫和暗示，只为吸引消费
者注意。比如，某生物公司
旗下“水肌泉饮料旗舰店”
在玻尿酸饮用水的销售页
面中特别突出“可以喝的

‘玻尿酸’”“双重解渴”，暗
示饮用水中的玻尿酸有给
皮肤补水的特别效果。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存
在大量打着“科学研究”或

“亲身体验”幌子的变相广
告，通过第三方平台的个性
化推送“直塞”给目标人群。
比如，某知名“种草”平台上
有关“玻尿酸食品”的笔记已
超过7800篇、有关“口服玻

尿酸”的笔记超过2万篇，而
在另一人气颇旺的短视频平
台上，直播分享中关于玻尿
酸食品的夸张描述和“擦边
球”词汇也层出不穷。

记者做了个实验，将一
个原本为男性关注视角的
社交平台账号，按照青年女
性的关注习惯和偏好“训
练”一周，多个平台果然开
始主动推送各类功能性食
品，玻尿酸食品尤为显眼。

“有的账号在分享中表
示自己喝完一个星期后就
和皮肤掉皮、发干说拜拜；
有的说自己喝过两箱，皮肤
变化肉眼可见，还配了自己
皮肤的前后对比图。”上海
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
说，这些看起来像是“素人”
的分享，其实往往由商业利
益驱动，是披着分享外衣的
广告。

播种粗放，采收不精

如何减少损耗？

存储运输损耗不小

价格动辄贵几倍
效果当真不一般？

个性化推送，“智商税”推手？

平台当真“无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