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会产生垃圾，其
中厨余垃圾无疑是最多的一部分。有数据
统计，厨余垃圾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占
比最多，占到生活垃圾总量的59%。对其无
害化、资源化处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尤为突
出。

我国人口众多，餐厨垃圾分类末端处
理的重点问题就是寻求新技术和新方案，
以应对目前垃圾分类后巨量餐厨垃圾带来
的影响。

“餐厨垃圾具有高含水率、高有机物含
量、高油脂、高盐分、易腐烂、少量非食
物杂质等特点，直接填埋、焚烧没有经过
处理的餐厨垃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
的危害。”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表示，餐
厨垃圾堆填过程会产生臭味及温室气体、
产生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等，有效地处理我
国巨量的餐厨垃圾，一直是近年来我国环
保行业的热点问题。

当前，餐厨垃圾产量在逐年增加，其

对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造成了沉重的负
担。目前，我国餐厨垃圾处理能力远远低
于餐厨垃圾的产生量，同时我国餐厨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起步较晚。为此，刘人怀院
士先后组织团队开展了大量场垃圾分类宣
传和调研活动，并联合暨南大学刘泽寰教
授研发团队，专门攻关餐厨垃圾的无害化
处理难题。

“经过近10年的研发，我们终于开发出
能‘吃干榨尽’餐厨垃圾的噬污酵母和餐
厨垃圾联合生物加工工艺等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刘泽寰表示，这一
科研成果能成功将餐厨垃圾转化为非粮乙
醇、工业油脂、酒糟酵母蛋白粉等资源化
产品，具有无害化处理效果、减量化速
度、资源化利用率和经济附加值。

刘泽寰一直专注于生物质转化利用领
域，长期致力于可再生生物质的转化利用
新技术开发。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采
用了国际前沿的合成生物学技术进行菌种
构建，将每个酵母细胞打造成细胞工厂，

从基因和酶分子水平实现微观层面的精细
调控，专门制造可替代石油化工产品的绿
色生物基化学品。在生化工艺搭建方面则
采用了先进的生物炼制技术，从分子水平
精确调控生物转化过程，比传统生化工程
和发酵技术更加高效和低碳，从菌种到工
艺填补了环保领域的技术空白。

“相较于传统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
工艺，联合生物加工工艺可在 24 小时内
完成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能有效杀
灭餐厨垃圾中所有病害微生物，阻断有
害菌分泌的毒素积累。”刘泽寰表示，工
艺的整个处置过程无臭气、污水、废渣
产生，能有效避免二次污染，有效缓解
集中处置垃圾的“邻避效应”，有效防止

“地沟油”“潲水油”“垃圾猪”的危害，
这是一条集工业智能化、资源再生利用
一体化、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工艺
技术路线。

数据显示，我国厨余垃圾处理行业市
场规模将于 2023 年达到 4724 亿元人民币，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6%。“噬污酵母”和
“餐厨垃圾联合生物加工工艺”等厨余垃圾
无害化处理技术的推出，将会开创出一种
继焚烧、填埋、好氧堆肥、厌氧制沼、昆
虫养殖之外的新餐厨垃圾处理模式，进而
为国家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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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是我国的传统
食品。在食品并不丰富
的 年 代 ， 罐 头 曾 作 为

“高档”美食，摆上千家
万户的餐桌。如今，食
品种类日益丰富，罐头
品类增多，不再是什么

“稀罕”物了。随着人们
健康意识的增加，很多
人开始排斥罐头食品，
给它贴上“防腐剂”“不
健康”“没营养”的标
签。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理事长刘有千指出，凡
是 标 注 “ 罐 头 食 品 ”
的，都应符合我国的罐
头食品标准，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

“罐头食品不需要添
加防腐剂，罐头采用热
力杀菌和密封工艺，达
到 商 业 无 菌 ， 真 空 保
存 ， 保 证 食 品 的 色 、
香、味。”刘有千告诉科
普时报记者，罐头食品
之所以能够长期保存而
不变质，完全得益于密
封 的 容 器 和 严 格 的 杀
菌。我们知道食品的腐
败变质和微生物有直接
的关系，如果消灭了微
生物或者抑制了他们的
生长，食品自然不容易
变质。罐头食品就在于
利用杀菌生产工艺，最
大限度消灭了有害微生
物，同时运用抽真空技
术，使可能残存的微生
物在没有氧气的状态下
无法生长，从而使罐头
内的食品有相当长的保
质期，并能保持其营养
价值。

罐头的包装赋予了
罐头食品安全的保护，
金属包装可赋予罐头保
质期 24 个月以上，满足
了我国军需罐头标准的
要 求 。 所 以 ， 在 太 空
中，罐头食品可以给宇
航员提供非常好的给养。

不添加防腐剂，不
代表罐头食品绝对不含
防腐剂，比如红烧肉罐
头会使用酱油、一些肉
类罐头会使用亚硝酸盐
作 为 辅 料 ， 以 丰 富 风
味、色泽，这些辅料产
品中若含有防腐剂，会
导致罐头产品检测时有
可能含有防腐剂。

他建议，选购罐头
时首先要看清配料表，
看配料表中是否含有本
身不可接受的食品添加

剂。如酱油、色素。根据国家规定，食
品使用添加剂都必须在配料表中明确体
现，以供消费者选择；第二看罐头的色
泽是否自然，部分罐头食品中允许使用
可食用色素，但使用量、使用范围必须
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第三看包装中标
签内容是否完整清晰。一般来讲，正规
厂家生产的食品罐头标签完整清晰，标
有品名、厂名、厂址、联系方式以及配
料表、净含量、固形物含量、执行标准
代号、生产日期、 保质期限、营养成分
表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

日前，中国罐头行业启动了三年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以 期 在

“十四五”期间推动罐头行业发展，消
除罐头食品消费误区、科学引导消费者
正确认知消费罐头食品、促进行业健康
快速发展。

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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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叩访太空的中国航天员杨利伟，
在他那篇入选语文课本的 《太空一日》
中，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地球的半径有
6000多公里，而飞船的飞行轨道距离地面
的高度是 343 公里左右。”2003 年 10 月 15
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
空。在他21小时23分钟的太空之旅中，吃
了八宝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多样食
物。恰逢中秋节，他还给人们留下了太空
吃月饼的珍贵画面：把小月饼一个个扔起
来，让它们飘浮着，排成一列，按照顺序
逐个吃了进去。太空中的杨利伟，吃地球
美食，吃节日美食，吃得开心快乐！

远离地球的浩瀚太空，尽管人类在那
里已经飞行了几十年，但“对于太空对人
的影响，人类的无知远胜于已知”。人类早
期的航天旅程，时间短暂，航天饮食带有
试验性质——人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人类
进入太空是否还能吞咽。那时的航天食品
往往不太好吃也不太方便吃：苏联和美国
都曾把航天食品放入类似牙膏管的包装
里。苏联进入太空第一人加加林从牙膏管
里挤出牛肉和肉酱，美国第一个太空人约
翰·格林从牙膏管里挤出肉糜和苹果汁。

事实证明，吃东西这件事情，人们到
哪儿都能做得很好。吃，在地球上和在太
空中是一样的，都是头等大事。如今的吃
在太空，非但不用“挤牙膏”，而且随着航
天科技的日新月异，航天食品也朝着质量
好、品种多、方便吃的方向快速发展。

据报道，为神舟十二号航天员配备的
菜品达 120 多样：鱼香肉丝、宫保鸡丁、
黑椒牛柳、香辣羊肉、麻辣豆干、椒麻
鹅、酸辣笋……以咸辣酸甜的口味为航天
员开胃助食。按照一个星期为一个周期计
算，食品重复率很低，符合营养丰富且均
衡的要求。同时，选择的食物，既具有

“一口吃”的便利性，又能减轻飞船舱内废
物收集系统的负担。比如，小块，无皮、
无骨、无核、无残渣，全部可食。正餐之
外，在太空中也能吃到新鲜的水果，喝到
茶、果汁等各种饮料。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3 名航天员
驻留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是一个美
妙的“太空家园”，里面设置了生活区和工
作区。生活区内配有“太空厨房”、食品冷
藏箱、就餐区。为他们提供的食物，由从
事“快递小哥”工作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提前运送到空间站。

身在太空，他们顺利完成了各阶段的工
作任务，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首位以将军
身份进入太空的聂海胜在吹口琴、牧笛，荣
获“航天功勋奖章”的刘伯明和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的汤洪波在打乒乓球，他们三位

帅哥还在一起听音乐……
回望起步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航

天史，人们都会说起1970年4月24日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
星，它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
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
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正是“东方红一号”升空那天，参加“曙
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的 400 多
名专家汇聚北京京西宾馆，会上还品尝了
航天食品。

航天食品，是供航天员在空间飞行中食
用的食品，是为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
而研制出的一种特殊食物。太空上的吃，也
在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进程之
中。

2021年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太空生活工作整
整 3 个月的 3 名航天员顺利回家。收看电
视直播时，听到聂海胜说“中国会有更多
航天员刷新纪录”，刘伯明说“我们会飞
得更远、更久”，汤洪波说“我回来了！
身体好，精神好，非常好”。航天英雄出
舱后说的这些话，让我这个从事食品工作
的航天迷也兴奋地忍不住接龙一句：“航
天员食欲好、吃得好，中国航天食品越来
越好。”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乡谚说：黄豆黄，嘴儿忙，秋分到，
毛豆饱。

昔日乡间，庄稼将熟未熟，尝鲜正当
其时。吾乡种黄豆，都是小块地，种得
少，自然金贵。成熟前，少摘一些，尝尝
时鲜，换换口味，仅此而已。不像南方和
现在的北方，把毛豆当盘菜，变着花样
吃。在吾乡，不只是毛豆，任何没有长
熟、籽粒不饱的作物，救荒应急，少量尝
鲜，都能说过去，但不能过量采食，老辈
人认为，不熟时候摘一斤，过几天熟了就
少摘二斤，纯粹是糟蹋粮食，不会过日子。

我家老宅在村南头，门前有道水沟，
翻过沟，就是一大块庄稼地。地是东边邻
村的，很肥实，少说也有百十亩，一路蔓
延到村口。可能嫌离家远，耕种不方便，
不少人都把地租给了我们村的人，虽说一
年的租金少得可怜，但总比白脸撂荒强。
我们村，人老几辈子稀罕地，瞅见周边村

庄平展展肥油油的好地，看了还想看，眼
都不够使。当年，祖父也租了邻村一块
地，多说也就七八分，每年给人家 50 斤
麦，100 斤玉米。这块地离我家很近，正
照大门，抬脚就到。从我记事起，祖父一
直在地里种杂粮，蚕豆、绿豆、花生、黄
豆、豇豆、红薯，都种过。不是整块地只
种一样作物，而是各样都种些，不图卖
钱，吃个新鲜。相比之下，黄豆种得最
勤，几乎年年种，也最多，占一半地。祖
父种杂粮，完全出于庄稼人的喜好。黄豆
是庄户人家的“人造肉”，在吾乡膳食结构
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换豆腐，磨豆浆，
晒酱豆，用的地方多，吃着也好吃。

豫中乡间，多是麦茬黄豆，耩得晚，
熟得也晚。白露后，吃毛豆“是农谚，也
是经验。”豆荚弯如钩月，初长成，青豆粒
渐饱满，体丰腴，最适合煮吃。散学归
家，我把书包往床上一撂，抓个荆篮就出

门了。那时候的天真蓝，就像刚在清水里
浣洗过，正搭在绳上沥水的蓝布单子，走
在通往黄豆地的野径上，我的心情像风一
样自由。那时候的田野真静，除了偶尔从
远处飘来几声牛哞，或者乱草丛中响起一
曲虫鸣，便是庄稼咯吱咯吱拔节的声响
了。我掂着篮子绕过沟，站在田埂上，看
一地黄豆在风中摇摆，像碧波在绿海荡
漾。祖父是这块庄稼地的大王，统领着这
群豆兵豆将，锄地施肥。出力流汗。我是
祖父的马前卒，沿着窄窄的地墒沟，穿梭
逡巡，看到哪棵豆荚稠，连根带泥拔出
来，薅一捆，坐地头，摘完豆荚，连棵抱
走。人吃豆，牲口吃豆棵，各得所愿，皆
大欢喜。

现摘的新鲜豆荚，回去后还要拾掇一
番，捡出豆叶草梗，剪掉两头尖角，沉入水
中浸泡。水的柔软和包容，化解了豆荚的棱
角与坚硬，不只是好煮，还不费柴火。吾乡

村妇浸泡毛豆，习惯往水里捏一小撮盐，豆
荚上的细毛褪得更净。水泡后的毛豆，出落
得更加娇嫩，洗时要轻柔，不能使劲搓，外
面一层皮破了，豆粒就会散落出来。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吾乡煮毛豆，
各人有一手。口味有轻重，佐料不相同，
咸的咸，淡的淡，五香麻辣惹人馋。口寡
味淡之人，喜欢清水煮，一锅毛豆不放
盐，细细品咂味道鲜。淡有淡的好，简
单，纯粹，不串味，豆香中还带着一丝甘
甜。有人爱吃咸香，放盐多，提味大料也
多，煮出来，正宗五香味，一吃停不住。

乡谚说：毛豆就酒，越喝越有。吾乡
人实诚，爱热闹，很少独个喝闷酒，都是
有酒大家喝。剥几个毛豆，放在嘴里嚼，
嚼出了美好生活的期待向往，嚼出了冷暖
人生的五味杂陈。

（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人员）

秋 分 到 ， 毛 豆 饱
□□ 梁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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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守庆单守庆

中秋之后有国庆，2021年的长假极其诱
人，外出游玩、朋友聚餐、购物娱乐、家人
团圆等成为众多消费者假期的主要安排。为
更好享受假期生活，防范有关消费陷阱，中
消协提示：享受“双节”假期，消费者要多
一分理性，经营者要多一分担当。

疫情防控依然不容忽视

当前，德尔塔、拉姆达等新冠病毒变异
毒株在国外肆虐，这些变异毒株传染性更
强，防控要求更高。

在近期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针对消费者关心的中秋、国庆假
期能否出行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提醒消费者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性，在出行前应了解出发地及目的地的疫情
防控等级和相关防疫要求。中高风险区的消
费者尽量不出行，低风险地区的消费者尽量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出行过程中，务必做
好个人防护措施。王华庆还表示，不提倡在
假期期间聚集和聚会，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
的聚集。

据了解，很多景区为切实落实疫情防控
政策，纷纷推出了预约制来实施限流措施。
文化和旅游部9月17日也发出提醒，提前关
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等部门发布的出

行提示，合理规划出游线路，错峰出行。提
前了解和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
等措施，做到“无预约、不出游”。

擦亮双眼 谨防套路陷阱

消费者在旅游报名、团购各类旅游消费
产品时，应将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产品品
质放在首位，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较高、口
碑较好的商家，切勿将价格作为消费的唯一
依据，警惕“会员免费畅游”“0元旅游团”

“超低价畅住”等明显低于合理价格的揽客
行为，防止落入黑心商家陷阱。与商家签订
旅游服务合同时，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
别是涉及吃、住、行的标准以及双方权利义
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金秋时节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消
费者在购买大闸蟹时，尤其要注意防范“螃
蟹券”套路。很多消费者反映在购买“螃蟹
券”后，或是面临“一券在手，螃蟹难求”
的供需不平衡局面，或是收到的螃蟹缩水严
重、缺斤短两。因此，建议消费者擦亮双
眼，尽量选择正规线下实体商家或是信誉较
高的电商购买大闸蟹。

理性消费 不为“爆款”“特价”
冲昏头脑

“双节”期间，消费者要理性看待商家
的促销手段，不为“爆款”“特价”等宣传
冲昏头脑，不被网上展示的精美外包装图片
所蒙蔽，谨慎选择“网红”直播带货销售的

各类产品，以免为一时的冲动消费而后悔。
建议消费者在明确消费需求，以及充分了解
产品真实品质的情况下再作出购买决策。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要注
意保留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通过电商平
台或者“直播带货”购物的，还应注意保留
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关键信息。当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表达
合理诉求、依法进行维权，必要时可向有关
行政部门或者消协组织进行投诉。

此外，中消协也敦促经营者要坚守法律
底线，为营造良好的“双节”消费环境作出
担当：做好供给准备，做到明码实价，重视
合同履行，突出安全绿色，保护个人信息，
化解消费纠纷。

中消协“双节”提示：

警惕“0元旅游团”，防范“螃蟹券”套路
□□ 科普时报记者 崔 爽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无 害 化 处 理 ，“ 吃 干 榨 尽 ” 餐 厨 垃 圾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