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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月饼盒“瘦身”了吗

月饼“瘦身”效果明显

8

月

22

日， 笔者走访市场时

发现，大部分月饼的包装是纸盒、

塑料盒、 铁皮盒， 以一层包装为

主，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没有看到千元以上的月饼礼盒，

也没有用贵金属或红木材料制作

的月饼礼盒。

在位于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的一家大型超市，笔者了解到，大

批量的月饼礼盒现在还没有到

店，在售的一款苏州“稻香村”老

月饼礼盒是红色正方形纸盒包

装， 外加一个十字黄色绳结， 复

古简约， 口味包括传统五仁、 枣

泥和豆沙， 规格是

400

克，价格为

32.89

元。

除了月饼礼盒， 超市陈列的

更多是简装月饼。“像这种五个月

饼的小包装， 你可以买了自己家

人吃。 ”一名店员介绍。 笔者看到，

“稻香村”推出了一种苏式卷装月

饼， 包装是透明塑料袋， 每袋

5

只，售价

16.89

元，口味分苏式椒

盐、五仁、肉松等。 类似包装的品

牌还有南京“裕缘斋”的苏式卷装

月饼

5

只装，售价

13.89

元；南京

“小苏州”的苏式卷装月饼，售价

13.69

元。

另外，广式月饼中推出了桶装

包装， 采用一层塑料包装， 里面

的月饼一览无余 。 例如 ， 淮安

“鑫久盛” 广式椰蓉桶装月饼，

5

只售价

13.9

元， 还有莲蓉味、 豆

沙味可选择。

月饼包装可二次利用

去除繁琐包装后，月饼价格更

加亲民。 笔者搜索山姆

APP

发现，

南京山姆会员店销量第一的

MM

榴莲冰皮月饼

10

只

600

克， 售价

198

元，两层包装，打开铁盒，每只

月饼分装在小塑料袋里。

与此同时，商家也在二次利用

上下了功夫。 笔者在电商平台浏

览月饼发现， 今年中秋月饼的很

多外包装都能够二次使用 ， 经

过简单折叠后 ， 可以变成杂物

收纳盒 、 文具盒 。 上述山姆会

员的月饼铁盒就被网友改成了

饰品收纳盒。

在环保简约的前提下， 月饼

包装还出现了不少时尚可爱的设

计。 盒马有一款“唐宫”月饼礼盒，

外包装是一个设计时尚的托特

包， 内部是纸盒， 装着黑松露流

心、流心蛋黄馅儿的月饼各

3

只，

售价

201

元，托特包可用于日常出

街。 另有一款“迪士尼”快乐奇旅

月饼礼盒被许多网友点赞，“太可

爱了，适合送给小朋友。 ”笔者注

意到，纸盒设计了提手，可以作为

手提小旅行箱。

如何判断是否“过度包装”

近年来， 月饼过度包装一直

被消费者诟病。

8

月

18

日，工信部

网站发布 《公开征求对强制性国

家标准第

2

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 在《修改单（征求意

见稿） 主要内容等一览表》 中提

到 ：粮食及其加工品、茶叶 、月饼

及粽子的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三

层。 此外，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

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

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在产品销售

价格中所占比例应符合以下要求：

销售价格在

200

元以上的茶叶生产

组织应将比例控制在

15%

以内；销

售价格在

100

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

生产组织应将比例控制在

15%

以

内； 其他生产组织应将比例控制在

20%

以内。 同时，月饼、粽子和茶叶

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

料。 茶叶商品总质量应不大于内装

物茶叶质量的

6

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

副司长魏宏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消费者可以通过“一看、二问、三

算”来简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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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方面，只要一个不

过关， 就可以初步判定为不符合标

准要求。

目前，该“征求意见稿”正在工

信部网站公示， 如有不同意见可以

联系工信部反馈， 截止时间为

9

月

17

日。 （徐兢）

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但各大商超的中秋月饼已经陆续上新。

8

月

18

日，工

信部网站发布《公开征求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第

2

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其中

提到：粮食及其加工品、茶叶、月饼及粽子的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三层。 实际上，这个月饼

“瘦身令”去年就已经发布。 今年的月饼“瘦身”了吗？

资 讯

奋进创新 备受赞誉

———记建筑行业领军人物周子飞

第七届（

2023

）中国智能建筑节在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 本届

中国智能建筑节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批准， 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智

能建筑分会和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指导， 正定县人民政府与上海河

姆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为

褒奖具有热情与奉献精神的优秀行业

人士， 中国智能建筑节组委会特举办

“青年杰出人才奖”评选活动。 同森集

团深耕行业二十载，并在房地产开发、

商业运营、 金融投资等多方面取得傲

人成绩，是业内领军企业。 同森集团总

经理周子飞荣获“

2023

中国智能建筑

行业青年杰出人才奖”。 作为总经理，

周子飞指导开发了众多具代表性的楼

盘，例如经典楼盘戛纳湾金棕榈、年度

楼盘同森锦熙、 年度生态宜居楼盘同

森·翠叠森林等楼盘。

作为公司建筑工程项目的掌舵

人，要兼顾施工管理 、资源管理 、团队

管理、合同管理、安全管理、进度控制、

成本控制、沟通协调等重要工作，具备

优秀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对建筑工程

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十分了解， 具备扎

实的建筑工程技术知识， 能有效地管

理和指导项目的实施。 正是在周子飞

的领导下， 同森集团荣获中国地产品

牌企业最具价值

100

强、中国商业地产

最佳城市运营商等荣誉。

对于建筑工程这一领域， 周子飞

已潜心研究二十余年，是行业内专家。

多年来为公司提供专业的建筑工程方

案，不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此次荣

获“

2023

中国智能建筑行业青年杰出

人才奖”，更是印证了其在行业内的影

响力和实力。

除了在公司的业务方面， 周子飞还

致力于学术研究， 发表了多篇建筑工程

行业的专业论文， 对产业发展态势和技

术应用方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周子飞

先后在《中国房地产业》《住宅与房地产》

《居业》 等行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将

研究成果与同行交流分享。

为进一步推动智能建筑行业的发

展，周子飞带领团队积极参与行业交流，

与全国各地的建筑行业精英分享经验和

技术，共同探讨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同

时，他还积极开发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通

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让建筑智能

化的发展不再受到技术层面的制约。

周子飞还获得了“第十二届金砖价

值榜

2023

中国房地产金融

50

人”荣誉称

号。 第十二届金砖论坛是由财经联合绿

地外滩中心、 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共

同主办， 旨在挖掘出中国房地产金融领

域的发光企业和闪光案例， 致敬深耕在

房地产金融行业里， 投身于推进城市发

展、 产业革新及新时代进程中的思想者

和领军者。

周子飞在行业中努力拼搏， 为实现

更大自身价值、 为行业带来更快更强的

发展奋进创新。 他是行业新榜样，激励着

更多青年逐梦前行。 周子飞将继续发挥

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影响力， 推动行业的

技术创新与发展。 作为同森集团的领军

人物， 周子飞将不断提升公司在行业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 同时，

他将继续关注行业动态， 积极参与行业

交流与合作， 携手行业同仁共同推动建

筑行业的繁荣与发展， 为行业的规范发

展贡献力量。 （林淑华）

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将更完善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开展第二

批家电生产企业回收目标责任制行动，鼓励更多

家电生产企业在拓展回收渠道、 创新回收方式、

优化存储设施、畅通运输网络、加强流向管理、提

升处理能力和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积极探索，助

力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专家认为，海尔、格力、

TCL

、长虹、美的、海

信六家责任制生产企业通过自主回收、委托回收

等举措切实提升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能力，并围绕

构建回收网络体系、建设信息化平台、提升拆解

能力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形成了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随着创新回收模式快速发展 ， 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回收行业中， 互联网

+

回收的品类不断

扩大。 互联网

+

回收模式从主要以手机为主，

扩展到大家电产品， 与传统的回收模式不同，互

联网

+

回收主打绿色品牌，回收的产品优先再使

用，不能再使用的交给有资质的处理企业进行拆

解处理。 （刘志强）

竹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亟待补短板

我国竹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品类众多。 据

中国竹产业协会统计，

2021

年， 我国竹人造板产

量

1543.38

万立方米，竹地板（含竹木复合地板）

产量为

3378.76

万立方米， 竹笋及其产品产量为

789.83

万吨，竹浆产量为

603.77

万吨，竹纤维制

品产量为

39325.32

万件。 我国竹加工业产品广泛

应用于建筑、装饰、家居等

10

多个领域。

据中国竹产业协会统计，我国现有竹林面积

641.16

万公顷， 竹子利用率仅为

20%

左右， 开发

程度最高的毛竹利用率不足

30%

。 我国得到开发

利用的竹种仅有

20

来种，占全部竹种类的

2.5%

，

大量特色优良竹种尚未开发利用。

目前，竹材采收基本靠人工，缺乏工业化采

收机械和技术，企业综合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

此外，中小企业在竹材加工利用环节的环保问题尚

未得到根本解决，竹制品霉变、开裂等现象时有发

生。 竹子综合利用率低、重复项目多，新产品开发

能力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竹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档次低、初级产品多，市场竞争力弱，

具有明显优势的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少。

中国竹产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吉聪辉认为，我

国应尽快建立完备的现代竹产业生态体系、产业

体系、文化体系，推进竹产业现代化，建设世界竹

产业强国。 （黄俊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