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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鼓励各地打造“美食名村”“美食名镇”
商务部等九部门3月28日联

合发布《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22项具
体政策措施，进一步释放餐饮消
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提升餐饮服务品质方面，
《指导意见》提出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也就是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从原料准
入、供应链和末端监管方面提升
食品安全水平。支持餐饮技能培
训，从专业设置、校企合作、劳务
品牌、技能竞赛等方面加强餐饮
领域人才培养。结合行业发展需
要，完善餐饮标准体系。

在创新餐饮消费场景方面，
提出优化餐饮结构，培育、认定一
批中华美食街区，发展社区餐饮、
老年助餐服务，促进业态融合创
新。通过促进餐饮企业下沉、支持
返乡入乡创业、完善配套产业和
设施等支持发展乡村休闲餐饮。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美食名
村”“美食名镇”。

在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方
面，发展“数字+餐饮”，营造平台
与商户共生发展的良性生态。培
育知名餐饮品牌，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支持小吃企业品牌化、
标准化发展，培育特色小吃产业
集群和发展基地。

在促进餐饮业绿色发展方
面，加强反食品浪费监管执法和
行业自律，推动餐饮企业和外卖
平台减少餐饮浪费。支持节能环
保改造和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倡
导健康营养膳食。

《指导意见》还提出，优化餐
饮业营商环境，规范清理涉企收
费、健全融资渠道；维护经营秩
序，依法查处餐饮领域不公平竞
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方面违规
行为。

据央视新闻

记者 杨璐

《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3月27
日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将于2024年7月
1日起施行。这是山东省首部关于
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综
合性地方性法规。

《条例》共11章90条，包括总
则、规划与管控、生态保护与修
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防汛与
工程安全、污染防治、高质量发
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保障
与监督、法律责任与附则。

根据山东省黄河流域不同
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特点，按照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
复的要求，《条例》明确了水体保
护、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生态流
量与生态水位、地下水超采治理
等制度，并对自然保护地体系、
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海流路保
护、矿山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等
制度作出规定；针对流域内不同
区域、不同领域污染的不同问
题，规定加强流域重点区域协同
治理，在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总
量控制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并对
排污口监管、地下水污染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
了制度衔接。

我省地处黄河下游，800多公
里悬河大部分在山东，防汛任务艰
巨。《条例》对黄河流域防汛工作应
当坚持的原则作了规定，明确黄河
防汛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
首长负责制；规定黄河流域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加强黄河防汛工作的
统筹协调，要求其组织有关部门

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条例》多措并举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明确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应当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要求黄河流域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合理确定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空间结构，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省人民政府结
合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确定黄河流域产业结
构和布局。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
文化，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条
例》专设一章，健全完善黄河文化
保护与传承制度：明确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坚持的原则；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要求黄河流域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文物古
迹等重要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建
档，并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记者 杨璐

3月27日，山东省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山东省科
学技术进步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2024年5月1
日起，新修订的《条例》正
式施行。修订后的《条例》
共11章66条，体例结构有
鲜明的山东特色。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田丙
昆介绍，《条例》在“从研究
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
链条”的主体框架下，围绕
山东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争当国家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的
部署安排，解决科技进步
三大关键要素——— 企业创
新主体、科研开发机构、科
技人才——— 方面的制度瓶

颈问题，进一步主动融入国
家战略布局，健全山东省科
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体制机
制，突出山东科技基础条件
和各方面支持措施，同时提
高监督管理水平，明确法律
责任，全面促进山东省科技
进步。

条例紧扣科技创新这
一主线，在多个层次对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
要求。条例开宗明义，在立
法目的中突出科技进步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
作用，规定“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发挥科学技术第一
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人
才第一资源作用”。

下一步，科技部门将按
照《条例》的规定认真履职
尽责，加强与相关部门单位
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

《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7月1日起施行
专设一章，健全完善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制度

国家为什么在此时出台促
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餐饮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前面临哪些问题？来看专
家的解读。

2023年我国餐饮收入
达5 . 29万亿元

餐饮业收入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重达10%以上，是促
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
域。2023年我国餐饮业明显复
苏，全国餐饮收入达5 . 29万亿
元，同比增长20 . 4%，较疫情前
的2019年增长13 . 2%。但同时，餐
饮服务供给质量和结构仍然难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发展方式粗放、安全基
础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称：“餐
饮业目前发展还面临着人工成
本相对比较高，同时人工在短
时间内可能存在着供不应求等
问题，以及餐饮业的营商环境
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次文件
对此作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部
署。”

解决人工成本
发展“数字+餐饮”

专家表示，在解决人工成
本方面的问题，《指导意见》提
出了要发展“数字+餐饮”，鼓励
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包括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对餐饮经营主体
数字化改造和自动化餐饮设备
设施应用给予适当支持。能够

更好地以相对低的成本为消费
者提供更好更多的餐饮服务。

刘涛说：“餐饮业的高质量
发展，是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
时，更多强调行业的结构更加丰
富多样，行业的生产效率持续提
升，同时服务品质不断提高。”

加大餐饮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专家表示，餐饮企业的规
模化背后，必须有品牌化和连
锁化做支撑。目前，我国的大型
餐饮企业的连锁化率在80%左
右，中小型的品牌企业连锁化
率在50%左右。品牌化是老百姓
信任餐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很重要的尺度。

《指导意见》提出实施地域
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
深入挖掘传统烹饪技艺和餐饮
文化，培育“名菜”“名小吃”“名
厨”“名店”，打造地方特色餐饮
品牌。支持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
区培育区域特色美食品牌。加
大餐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依法查处侵犯知识产权违
法行为。

创新餐饮消费场景
丰富餐饮供给

可以看出来，《指导意见》
的发布，就是要多方发力，丰富
餐饮供给，创新餐饮消费场景，
从技术上和产业上增强餐饮业
的发展动能。

《指导意见》提出培育、认
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引导地

方对街区实施数字化提升。盘
活社区闲置空间资源，支持设
立早餐店、老年食堂等社区餐
饮网点，鼓励地方向提供社区
老年人供餐、助餐服务的有关
机构给予适当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院长荆林波说：“包括便利老年
人进入餐厅的坡道，要有升降
电梯，甚至推出老年人的食谱，
因为老年人是要低油低糖，要
在特定的区域拨付一定的场
所、低的租金，满足公益的餐饮
服务，这个是政府必须下力量
解决的。”

鼓励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下
沉发展，挖掘县域餐饮市场潜力。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培训、场地等
支持政策，引导专业人员返乡入
乡创业，发展乡村休闲餐饮。

荆林波表示，实际上我们
需要高素质人才进入这个领
域，因为高质量的发展必然是
需要高人力的投入。

《指导意见》鼓励符合条件
的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依法申
请注册特色小吃商标。建立健
全小吃制作、原辅料种养、门店
建设等标准，加强小吃制作技
艺保护和传承，培育特色小吃
产业集群和发展基地。引导小
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协
作，带动食材种养相关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

“餐饮产业实际上是老百
姓，尤其是农民增收的一个很重
要的途径，可以高附加值地产出，
这样形成很多品牌。我相信乡村
振兴和餐饮产业的配对能是一
个催化剂，一加一，一定会大于
二。”荆林波说。 据央视新闻

释放餐饮消费潜力，目前面临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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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化质量安全

2 .提升服务技能

3 .完善标准体系

4 .优化餐饮供给格局

5 .发展乡村休闲餐饮

6 .培育餐饮消费平台

7 .发展“数字+餐饮”

8 .培育知名餐饮品牌

9 .发展特色小吃产业

10 .规范预制菜产业发展

11 .传播中华优秀餐饮文化

12 .加快中餐“走出去”

13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14 .促进低碳环保发展

15 .规范清理涉企收费

16 .拓展投融资渠道

17 .提升便利化水平

18 .规范经营秩序

19 .加强组织领导

20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21 .做好统计监测

22 .营造良好氛围

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22条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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