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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简单加热或蒸炒就可以上桌。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发展势头
迅猛，成为餐饮市场上加速崛起的产业新军。

然而，预制菜火爆的背后，其质量安全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为了规范预制菜生产，上
月，团体标准审定会暨湖州市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研讨会在南浔举行，业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立项
启动团体标准 《预制菜生产管理技术规范》 的制定，以提高预制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我市也多
举措发力，助力湖州预制菜产业加速扬帆。

湖州“预制菜”加速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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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要培育发
展预制菜产业。这也是预制菜首次写入
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如何推进预制菜产业发展
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湖
州的预制菜产业发展，政府需科学合理
引导支持，既要考虑城市保供与农业产
业补链的现实需求，也要尊重市场规
律，避免政府盲目推动、行业洗牌。

据了解，我市预制菜产业起步较
早，但是总体规模不大。根据湖州的区
位条件，目前我市正在重点打造两个预
制菜平台。南浔区重点建设千金预制菜
产业园，近期规划面积2000亩，远期规
划面积1万亩，已引进勇记、嘉美格、
温氏佳味、新白鹿中央厨房等预制菜企
业，涵盖食品加工、大健康食品、老字
号产业等六大板块。吴兴城南农产品食
品加工园区，打造集老字号展示中心、
网红直播基地、产品研发中心及新零售
平台于一体的长三角老字号示范园区，
已引进万隆、匠造、恒鼎、方路、聚正
源等预制菜企业，并入选首批省级农产
品加工基地（园区）。同时，我市发布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支持农产品加工发
展、支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据统计，目前我市共有预制菜生产
企业97家，去年产值约32亿元。今年
预制菜项目推进再度发力。截至目前，已开工5
个项目，总投资13.7亿元。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预制菜产业赛道
异常激烈，接下来，我市将找准优势、合理规
划，实现“弯道超车”，除了差别化推动预制菜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延伸，还将适时设立湖州预制菜
区域公用品牌，扩大影响力。

方便快捷

市民张丽敏说，我的生活离不开预
制菜。

打开张丽敏家的冰箱，麻辣风味烤
鱼、毛血旺、锅包肉等满满地塞了一冰
箱。张丽敏说：“平常工作忙，没时间

买菜做饭，又不想随便应付两口，就会
买些预制菜，方便快捷。”

说着，张丽敏就给记者露了一手。
她从冰箱中拿出了一盒麻辣风味烤鱼，
用微波炉加热十余分钟解冻后，直接将

鱼片和材料包放入锅中大火煮沸，约七
八分钟，一道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麻
辣烤鱼就端上了桌。记者尝了一口，味
道还不错。

预制菜的出现，也让一些厨房“小
白”走进了厨房。“预制菜网上和超市
里都买得到，而且操作简单，食材包、
调料包都是现成的，这对我们这些厨房

‘小白’来说非常友好。”市民小许说。
预制菜的走俏也从超市得到了印

证。在某商场，今年多出了一个冷藏货
架摆放新上架的预制菜，客服部经理朱
利芳告诉记者，近来预制菜市场持续升
温，相较于去年，多款预制菜销量都在
持续上涨。

“以椒盐手抓骨和胡椒猪肚鸡汤为
例，去年一年，椒盐手抓骨和胡椒猪肚
鸡汤分别只卖出了46份和58份，而今
年到现在分别已经卖出了208份和164
份。”朱利芳说，随着预制菜市场的持
续升温，今年商场新增了多款预制菜
品，销量都还不错，接下来可能还将根
据市场的情况，继续推出更多的预制菜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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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了解
预制菜，以及冷链物流的发展，预制菜
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尤其是叠加疫
情影响，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浙江浔味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质量
中心食安总监张振峰介绍，2015年，
在意识到预制菜大有可为后，他们在湖
州成立专门的研发和制作团队，选取符
合生产标准的工厂，正式开启预制菜业
务。“答案是我们选对了，2017年，企
业的销售额不到1亿元，2022年，销售
额已近8亿元，今年更是预计将突破10
亿元。”张振峰说。

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得益于湖
州良好的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近两
年，我市的预制菜产业也处于蓬勃发展
的态势，现有涉足预制菜生产的企业近
百家。

预制菜的火爆，也带动了农业与食
品产业的融合发展。“预制菜产业一头
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消费市场，这
让我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浙江卓旺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良祖传四代
人在湖州从事家禽养殖及传统加工，随
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国家提出鼓励
和创新发展预制菜，他们从养殖到传统

加工到预制菜产业全产业链，涉及第一
二三产业。

“2016年以来，我们投资了1.5亿
多元，开展产学研合作延长产业链建
设，目前已经顺利完成投入产业化生
产。”沈建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
实施“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通过实行品种、饲养模式、技
术、品牌、销售五个统一质量监管体系
开展标准化生态养殖，在富了自身的同
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目前，我们
的年复合增长率在10%以上，带动农户
1000 多户，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多元。”

市场火爆 带动企业争相入局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驻足留意预制
菜的消费者不少，但真正购买的不多，
大多对预制菜的质量安全有所顾虑。一
头连着种植业、养殖业，一头连着餐饮
业和居民消费，预制菜未来要实现良性
发展，关键是要赢得消费者信心。

上月7日，团体标准审定会暨湖州
市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研讨会在南浔举

行，业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立项启动
团体标准《预制菜生产管理技术规范》
的制定。

“预制菜涉及多个产业、多个主
体、多个模式、多个业态、多个场景，
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难以可持续
发展。”起草标准制定的海归人才、食
品加工和营养硕士沈佳敏说，此次审定

会从预制菜的生产、流程等多方面着
手，提升预制菜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
平，系统性地完善生产管理。

另一方面，把好食品安全质量关尤
为重要。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安全监
督管理处副处长李明财介绍，为强化预
制菜质量安全监管，强化消费信心，我
市加强了预制菜从田头到餐桌全链条质
量监管，对于现场检查、监督抽查发现
的问题，落实风险闭环管控机制。严厉
打击“黑作坊”，维护消费者权益，确
保预制菜食品安全。

同时，我市加速推进预制菜产业链
数字化改造。以“阳光工厂”“CCP风
险智控”等数智治理项目为抓手，构建
以关键控制点风险闭环管控为核心的新
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从

“人盯”到“数管”的蝶变。目前，全
市预制菜生产企业实现“阳光工厂”建
设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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