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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新国标9月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解读标准实施有关问题

临近中秋节，月饼过度包装再度成为公众
关注话题。《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
妆品》（GB 23350—2021）国家标准于2023年
9月1日起实施，对限制食品和化妆品过度包
装提出明确要求。其中，限制月饼过度包装，在
该标准第 1 号修改单中有明确规定并已于
2022年8月15日实施。针对社会各方对标准
实施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 明确月饼等商品混装相关要求

市场上的月饼、茶叶等与其他商品特别是
高价商品混装，一直饱受诟病。第1号修改单
明确，“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其他产品
指除用于保护月饼的食品用脱氧剂、冰袋之外
的所有产品。因此，月饼包装中不能放红酒、茶
叶、刀叉等，但食品用脱氧剂、冰袋属于保护商
品的必要产品，可根据需要放入。

第1号修改单明确，“粽子不应与超过其
价格的产品混装”，指粽子与其他产品混装时，
粽子总价格应高于其他混装产品总价格；若混
装产品是粽子生产企业自产则根据生产成本
确定其价格，若混装产品是外购则根据采购合
同确定其价格。

新国标明确，包装内的食品与非食品类产
品，或者化妆品与非化妆品类产品不能组合成

综合商品。例如，粽子、绿豆糕等组合成的商品
属于综合商品，但茶叶和茶具组合成的商品不
属于综合商品。

□ 层数太多、空隙太大、成本太高
都属于过度包装

市场监管总局对月饼过度包装问题开展
国家监督抽查发现，主要问题是包装空隙率不
合格。新国标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要求，食品
中的粮食及其加工品不应超过三层包装，其他
食品和化妆品不应超过四层包装。

据介绍，新国标简化了商品过度包装的判
定方法，消费者通过“一看、二问、三算”，就能
简单判断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一看”，就
是要看商品的外包装是否为豪华包装，包装材
料是否属于昂贵的材质；“二问”，就是在不拆
开包装的情况下，问清包装层数，判断粮食及
其加工品的包装是否超过了三层，其他类食品
及化妆品包装是否超过了四层；“三算”，就是
要测量或估算外包装的体积，并与允许的最大
外包装体积进行对比，看是否超标。以上三个
方面，只要一个不符合要求，就可以初步判定
为不符合标准要求。

新国标在包装层数计算方面，明确网兜、
抽屉式包装等算作一层，固定食品的半托、袋
泡茶的内膜袋等不算一层。在包装空隙率计算

方面，进一步明确包装的提手、扣件、绑绳等计
入包装体积；茶叶一般不属于充气包装产品，
必要空间系数（k值）不能放大2倍。

包装成本过大也属于过度包装。根据第1
号修改单，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包
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得超过15%。包装
材料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

□ 切实推动新国标落地实施

据介绍，新国标已于2021年发布，为企业
和市场设置了两年过渡期。在此期间，市场监
管总局免费公开标准全文，系统开展标准宣贯
培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督促食品化妆品生
产企业尽快启动对标达标诊断和产品包装合
规设计。我国标准化法明确规定，不符合强制
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
提供。自今年9月起，在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
市场上不允许再生产和销售不符合新标准的
食品和化妆品。

此外，新国标规范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
品的包装要求，新国标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生
产、销售和进口的所有食品（含散装食品）和化
妆品的销售包装，对于出口至国外的食品和化
妆品、运输包装，以及出厂时价格为零且标识

“赠品或非卖品”字样的产品都不适用。
（新华社赵文君）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 2日电（记者 贺书
琛）9月2日，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

“千车万人”穿越大兴安岭自驾游活动发车仪
式上，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发布“中国之路”十大
自驾游精品线路。

十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分别是感受北方林
海浩瀚的“林海秘境·大兴安岭森林穿越之
路”，体验原生态草原生活的“草原深处·科尔
沁-乌拉盖草原驰骋之路”，感知戈壁胡杨生命
劲力的“天地征程·巴丹吉林沙漠探险之路”，
追寻中国东极抚远和北极漠河独特风光的“华
夏两极·G331醉美边防公路”，聆听塔克拉玛
干沙漠驼铃的“西域天路·G219南北疆风情之

路”，欣赏椰林沙滩日出美景的“海阔天空·自
驾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畅游辽阔三晋大地的

“华北屋脊·太行山旅游公路”，领略苗族、侗
族、土家族风土人情的“魅力边城·湘西古村古
镇古城之路”，沉醉苍翠碧绿山水胜景的“地球
翡翠·多彩贵州原生态风情之路”，徽浙闽商人
行走的“山海奇缘·浙闽茶叶之路”。

据了解，十条线路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
出。经过地方推荐、专业遴选、网络征求意见等
程序，中国旅游车船协会依据《自驾游线路产
品设计与质量要求》团体标准，选出十条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文旅资源丰富、适合
自驾游的精品线路。

新华社西宁9月2日电（记者 王浡）9月1
日，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据统计，中国
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藏集团公
司）暑运旅客发送总量、日均发送旅客量、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等多项数据较2019年明显
提高。

据青藏集团公司客货管理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暑运，旅游、学生、探亲、商务等多重
客流叠加交织，呈现出需求旺盛、出行范围广、
出行时间灵活等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乌

鲁木齐、西安、北京、成都、北京等方向，管内客
流主要以拉萨、格尔木、德令哈、门源等方向为
主。暑运期间，共发送旅客435.17万人次，与
2019年相比增运4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7.02万人次，与2019年相比增长10.9%；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 78 列，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36.8%。

今年暑运，青藏集团公司共加开临客1272
趟、加挂车辆2479辆，较2019年暑运同比增
加17.5%、123.5%。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赵一曼是冲破礼
教的女党员，是红妆白马的女政委，是坚贞不
屈的女战士……”9月1日，在四川省宜宾市长
宁县梅硐红军小学，“传承红色基因 强国复兴
有我——2023年宜宾故事会中小学生‘我心

中的四史人物’专场活动”现
场，来自宜宾职业技术学校的
学生杨语以《铁骨柔情女英
豪，红妆白马塑忠魂》为题，讲
述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的故事。

据了解，该活动由宜宾市
文明委指导，宜宾市委宣传
部、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文明办、
市教体局主办，长宁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等单位承办，是
宜宾市“强国复兴有我”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内容之
一，也是今年秋季宜宾市中小

学生“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赵一曼，用生

命谱写人间大爱的革命先烈余泽鸿，一封绝笔
鉴初心的抗日英雄李硕勋，带领乡亲苦干巧干
让石头开出致富花的时代楷模王家元……故

事会现场，来自宜宾市各中小学校的35名学
生将宜宾涌现的一个个“四史”杰出人物的感
人事迹娓娓道来，令现场观众动容，爆发出阵
阵掌声。宜宾全市中小学生也通过网络直播同
步收看。

叙州区横江中学学生王忠龙在现场以《铁
血真男儿，书信见柔情》为题讲述了革命英雄
卢德铭的故事，他告诉记者，在讲述卢德铭故
事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革命英雄柔情的一
面。“卢德铭是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也是一位对
家人充满爱的普通人，他抛小家为大家，以血
肉之躯铸造家国，他的精神值得铭记。”王忠龙
说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四史”人物的故事
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宜宾儿女。梅硐红军小学6
年级学生敖靓在聆听革命英雄的感人故事后
深受感染，她表示：“革命英雄为国家和人民不
畏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的故事激人奋
进，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负韶华。”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 张泉）由“科
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开展的“千名院
士·千场科普”行动9月2日在京启动，旨在向
全社会更好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以高质量科普为科技创新培植
沃土。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千名院士·千场科普”
倡议书，号召两院院士做国家科普事业的引领
者、社会精神文明的创建者、高质量科普的示
范者和国际交流合作的带动者，以每年千名以
上两院院士参与千场以上科普活动为目标，讲

好中国创新故事。
当日举行的“千名院士·千场科普”首场

报告会上，武向平、丁奎岭、邵峰、姚檀栋、
梅宏、高德利、金涌、孙凝晖等8位两院院士
作了天文、地理、生命、信息等领域的科普
报告。

据悉，2002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
育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共同发
起了“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至今已
在全国开展科普活动2000余场次，有力推动
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上接1版）
德吉村的“改头换面”得益于尖扎县推动

污染防治走深走实。近年来，尖扎县在全县范
围内大力实施村庄污水治理项目，在城乡接合
区配齐污水收集管网，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在人口相对集中、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小的村庄
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集中收集处理。

尖扎县生态环境局局长才本加介绍，尖扎
县坚持常态化落实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制工
作职责，加强河道两岸管理，积极开展“携手推
进大保护、共同治理母亲河”、河道“清四乱”、
河道生态基流、河道采砂、入河排污口、黄河流
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等专项整治行动。谋划实
施农村污水管网建设、河道治理、小流域治理
及尖扎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河东移民村、康杨
镇等地区污水处理厂等各类治管项目，县域内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础设施逐步健全，33个
沿黄村落污水管网实现覆盖。

蜿蜒绵亘的黄河水，见证了尖扎县乃至整
个黄南州治污减排的深刻变革。面对“绿色大
考”，黄南州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出发，从保护
一片蓝天、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开始，全方位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年来，黄南州严格实行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和环境安全监管，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境
内主要流域监测的9个断面水质均达或优于
Ⅲ类以上水质标准，6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开展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问题全方位“体检”专项行动，扎实
推动黄河流域排污口排查任务，确保黄河流域
黄南段河湖面貌明显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警示片涉及问题整改全面清零，河道基本实现
无垃圾、无直排、无碍洪、无违建、无违采、无损
毁的“六无”目标；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治理扎实推进，偏远乡村垃圾实现无害化
处理。

此外，黄南州进一步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力度，高标准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程，全力
推进农牧区移民搬迁点污水收集处理等工程，
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融入乡村振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全域无废示范创建等工作中，形
成因地制宜的农村污水治理经验，示范引领全
局，以点带面，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乘”风破浪以绿色发展
释放“生态效益”

位于黄南州尖扎县黄河公伯峡沿岸的扎
玛当，藏语意为“灌木滩之下方区域”。这里曾
经沟壑密布、植被稀疏，土地干旱贫瘠，水土流

失严重，一度被当地村民形容为“种树不见绿，
造林不见林”。但就是这一片撂荒地，如今却满
山翠绿，花果飘香。

黄南州尖扎县水土保持站站长角加才让
介绍：“2019年，这片区域被列入水土保持治
理项目，政府投入700多万元实施坡耕地改
造、营造乔木林和经济林等水土保持措施，并
利用‘水土保持+精准扶贫’模式，助力当地村
民脱贫增收。共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平
方公里，其中坡改梯39.92公顷，造林59.92公
顷，经过‘改造’后的扎玛当焕发出新的生机，
桃子、苹果等经济林‘点绿成金’，做到了‘春赏
花秋结果’。”

不仅是扎玛当小流域，近年来，黄南州持
续治理荒地、荒坡，通过种植观赏林木及经济
林木，在使荒山披绿衣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帮助当地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收入双赢。

人不负山水，山水定不负人。近年来，凭借
区域特色生态优势资源禀赋，黄南州带动当地
群众以各种形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与保护的关系，探索出了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经
济财富的有效途径。

依托高原山水自然风光和国家级热贡文
化生态保护区，黄南州建成、培育和推出一批
热贡文化产业基地、乡村旅游项目、文化旅游
品牌和节庆活动。成功举办热贡文化旅游节、
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等大型文化旅游活
动，“西域圣境·神韵黄南”和“世界唐卡之都”
品牌进一步打响，文化旅游知名度不断提升。

依托有机天然草场，黄南州扎实推进“菜
篮子”工程、草地及有机畜牧业产业园区、特色
农作物种植基地、国家现代农业（泽库牦牛）产
业园等项目。打造形成牦牛、藏羊、乳制品等三
大产业，有机新产品不断开发。同时，不断深化
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种植结构逐步向粮
经饲转变，“三个绿色产业基地”稳步推进。

“今年是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站
在新的起点上，全州各族人民群众信心满怀，
将一步一个脚印把‘愿景图’变为‘实景图’，绘
就绿水青山美丽画卷，坚定不移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用心守护好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
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黄南的优势和骄傲。”黄南
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秦建军表示，下一步，黄
南州将继续夯实绿水青山底色、壮大绿色发展
动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在生态制度创新、生态屏障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生态
文化上下好功夫、做足文章，全力打造生态文
明新高地。

（上接1版）
“我们以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都是提前

一天口头通知，第二天直接去现场开展，活动
结束后再开个短会作口头总结。加入盐湖区
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后，我发现没有充分的
前期准备以及扎实的后期总结是不行的。”张
丽说，盐湖区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开展每场
活动都有规范的流程，开展前要进行调研、撰
写活动方案，结束后要开总结会、撰写活动体
会等。

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张丽成了
协会的“三好学生”：“好打听”，跟有经验的
项目负责人请教项目管理经验；“好记笔记”，
参加活动方案撰写培训班，把知识点都记录
下来；“好琢磨”，将学到的内容运用在每一场
活动中。很快，张丽便能游刃有余地负责“情
暖夕阳”和“阳光成长”两个项目的志愿服务
活动。

用心用情暖人心

“情暖夕阳”项目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孤寡
老人、离退休干部等，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提
供经济帮助、心理抚慰、代买代办、家务料理
等服务。在负责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张丽始终
用心用情温暖着需要帮助的老人，把他们当
作自己的亲人。“我在温暖他们的同时，他们
也在治愈我！”张丽感慨道。

在帮助过的老人中，让张丽印象最深的就
是孤寡老人闫雪娟。2020年6月的一天，刚做完
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闫雪娟苦于无人照顾，便
向盐湖区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拨打了求助电
话。得知情况后，协会会长张昌勤带着张丽和其
他志愿者一同前往医院探望闫雪娟，并为她找
了护工。通过聊天，张丽了解到闫雪娟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平时虽然衣食无忧但缺

乏陪伴。“因为变故，她的爱人和儿子去世，儿媳
妇改嫁，家中只剩她和小孙子。”张丽家距离闫
雪娟家步行仅需要10分钟，之后，张丽便常去闫
雪娟家给她整理家务、做饭，陪她聊天。

“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会带她去逛公园。”
经过三年的相处，张丽和闫雪娟的感情越来
越好。有时候，张丽出差也会带着闫雪娟一
起。“现在闫阿姨越来越开朗了，精神也越来
越好。”张丽笑着说。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张丽常
与志愿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提升志愿服务的专
业水平？如何让志愿服务活动更接地气？……

对于这次在2022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获评

“最美志愿者”，张丽坦言，这不仅是对她的鼓
励和鞭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未来，我想做更专业、更精细的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张丽说。

传承红色基因 强国复兴有我
2023年宜宾故事会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四史人物”专场活动举行

2023“中国之路”十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发布

青藏高原铁路暑运共发送旅客435.17万人次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启动

把绿水青山镌刻在“黄南大地”上

用滚烫的心做长情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