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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婴幼儿食品领域的安

全问题再次敲响警钟。11 月 17 日，广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1 年第 33 期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其中，“谷佳艾”和“奶

奶的菜篮”2款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辅助食

品）不合格。无独有偶，南京萌煮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的萌天天小朋友“营养粥米”配料

中只有谷物，并没有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

辅料，却当做婴幼儿辅食销售，江苏省南京

市鼓楼区市场监管局对其罚款 10000元。

近两三年，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落地，

以及家庭品质消费升级，科学喂养被越来越

多的家长所重视，婴幼儿食品市场增长趋势

凸显。其中，零辅食赛道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但安全和品质问题考验着入局企业的品

控及供应链管理水平。

企业争相入局

北京消费者孙女士的孩子现在一岁半，

她经常在线上或线下购买一些知名品牌零

食，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这些零食号称婴

幼儿专用，主打“无糖无盐零添加”。从孩子

6 个月添加辅食后，孙女士还常年给孩子购

买进口的婴儿辅食油，比如牛油果油、核桃

油、亚麻籽油等。

随着不同年龄层的妈妈们对婴幼儿的

喂养更加注重品质，对产品健康、营养以及

安全方面关注度提升，主打“天然、安全、健

康、营养”的婴幼儿零辅食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认同。

11 月 20 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方庄地

区的一家母婴店，店内销售的婴幼儿零辅食

种类繁多，各种知名品牌和网红品牌的米

粉、面条、调味料、溶豆、奶酪、饼干、海苔、酸

奶、饮用水等等，琳琅满目摆满了货架。在

一些电商平台，婴幼儿食品的销售量也非常

可观。记者调查发现，在价格方面，这些婴

幼儿食品比普通的零食，高出至少 1至 2倍。

据了解，我国 0~3岁的人群有近六千万，

婴幼儿零辅食市场拥有着巨大的想象力空

间。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

2026 年零辅食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

景预测分析报告》显示，现阶段我国婴幼儿

零辅食市场规模已接近 500 亿元，未来行业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在巨大市场吸引下，零辅食行业吸引了

不少玩家涌入。嘉宝、小皮、亨氏、爷爷的农

场等海内外食品行业巨头竞相布局；国产品

牌如方广、伊威、禾泱泱奔赴赛道，试图分得

一杯羹；英氏、宝宝馋了、窝小芽等新兴品牌

凭借品质过硬、创新性强，也试图重塑零辅食

行业。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婴幼儿食品相

关企业超 270 万家，2020 年新增注册企业增

速达 9.43%。

产品质量才是生命线

据了解，6~36 月龄是婴幼儿成长的一段

特殊时期，6 月龄后的宝宝开始需要添加辅

食。相对于普通食品标准，“婴辅标准”对食

品的原料要求、感官要求、营养成分指标、污

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和食品添加剂、营养

添加剂等都有严格的限定。

由于零辅食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

随着进入赛道的品牌数量不断增多，导致品

质参差不齐。虚假宣传和未获得婴儿辅食

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宣称为婴儿辅食产品等

乱象，也是频频出现。

据相关媒体报道，有消费者在黑猫投诉

上指出，买了米小芽的胚芽米在保质期内出

现了变质，宝宝吃了以后闹肚子，怀疑卫生

质量不合格。还有媒体报道称，“哆爱宝”

“童时哆味”“薇诺优”“正旺宝贝爱”白芝

麻猪肝粉、“米小芽”芝麻红枣猪肝粉、“牧禾

农场”猪肝白芝麻粉 8 款产品中白芝麻粉的

含量，远远超过了猪肝粉的含量。芝麻比猪

肝含量都高，明明买的是猪肝粉来给宝宝补

铁，结果给宝宝吃的却成了芝麻调味料。

此外，被消费者诟病已久的宝宝酱油，

很多打着“零添加”的旗号，但里面的钠含量

其实并不低。有消费者直言：购买宝宝酱油

就是在交智商税。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布的强制性婴幼儿

食品标准有《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

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婴儿配

方食品》和《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五大

类，能够对婴幼儿食品生产企业具有强制性

的监督约束作用。

业内人士指出，与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

拥有严格的标准和监管不同，零辅食行业关

于生产、质量、技术等方面的相关法规还并

不完善。需要国家从多个方面出台政策督

促行业品质提升，提升行业准入门槛，细化

产品执行标准。同时也要求相关企业为了

提升竞争力而在产品品质标准上发力，向更

加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同质化严重急需创新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各零辅食品牌

中，米粉、面条、果泥、溶豆系列等品类成为

企业必备，仅有机米粉一项，市场上蓝莓、草

莓、原味的产品成千上万，其本质都一样，配

方、口味、工艺、包装大同小异。让消费者看

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好。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辅零食产业步入

快速发展期，往往某个产品销售好，市场上

立马会出现无数个品牌的同种产品。除了

米粉，溶豆、面条、米饼、海苔类、鱼肠类、果

泥类等产品都有这种现象。同质化产品充

斥市场，创新性不强正是目前零辅食行业急

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当前的辅零食市场远未饱和，并且渗透

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市场还有广

阔的增长空间。新竞争形势下行业格局加

速变化，任何企业想要获得常青，必须向更

加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安全和

品质是消费者选择零辅食产品永远不会改

变的基本准则。这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

要支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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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工地集中展示新科技

本报记者徐潇

“双11”刚刚过去，国际美妆巨头欧莱雅

集团因“最低价翻车”事件占领了热搜榜，起

因是消费者在李佳琦直播间预售买的欧莱雅

安瓶面膜远远贵于双11现货。仅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关于欧莱雅的投诉就有1万余单。

两位头部主播李佳琦、薇娅也因这款

产品价差问题而被推至舆论风口，平时处

于竞争关系的两大主播此次统一战线，积

极与欧莱雅协商。欧莱雅方随后向消费者

致歉，并以发放优惠券的方式给出解决方

案，对此，众多消费者表示“不买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欧莱雅向消费者提

供的解决方案里，与消费者说了“对不起”，但

并没有对主播们表态，事关定价权核心利益，

品牌与主播对定价权的争夺暗战浮出水面。

说起来，李佳琦本是出自欧莱雅“BA

网红化”项目，最初李佳琦带货就是为扩大

欧莱雅线上营销渠道。自从李佳琦爆火

后，越来越多的主播开始直播带货，甚至一

众明星也开始利用粉丝影响力带货，这背

后则是坑位费和销售提成的巨大诱惑。天

眼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直播电商5.8万

家，其中有5.5万家成立于近5年内。

而像李佳琦和薇娅这种头部主播，不

仅要和品牌签十分严苛的合作合同，还要

签保价协议。对品牌而言，一方面是大主

播强大的销售能力，一方面是合作时高达

30%的佣金。另外，与主播合作时，品牌几

乎不能单方面做促销活动。

欧莱雅“最低价翻车”事件后，有人评价

李佳琦、薇娅这样的大主播是“二道贩子”，

被认为是品牌与主播“撕破脸”。事实上，不

少品牌早开始积极地开拓自播等销售渠道，

或在天猫派放大额优惠券，或在抖音对自家

主播大力扶持，或加强对经销商及渠道的管

理和处罚机制。据媒体报道，今年“双11”李

佳琦直播间还有许多“翻车”实例，包括蒂佳

婷、OLAY、安踏、Fila、悦薇、茵芙纱等多个品

牌在李佳琦直播间均不是最低价，而在双十

一最后一天，包括OLAY和欧莱雅等品牌都

在其自有直播间中派发了大额优惠券。

直播带货之初，主播们多是以“低价”拼流量，但从今年

618 开始，“全网最低价”这样的表述已逐渐在头部主播们的直

播间淡化。今年“双11”，头部主播的口号也变成了“用赠品享

超值”。一是头部主播被质疑“垄断定价权”，二是“最低价”带来

的品牌方和渠道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有业内人士表示，电商

直播的竞争力不应是“最低价”，而说到底，主播们也不想通过低

价竞争损害品牌方利益，从而丢了欧莱雅这样的大客户。

品牌扶持自有主播，主播们也在转型，提升消费者粘性，开

始积极挖掘国产品牌、小众品牌，以吸引不同消费层次的用户，

完美日记、花西子等国潮新品牌均是在直播间中成长起来的。

头部主播脚步更快一些，已经踏上品牌化转型之路，减少对知

名品牌供应链的依赖。

品牌和主播的渠道之争无非是为争夺获得消费者的“芳

心”。此次翻车事件，品牌失了口碑和民心，主播失了消费者

的信任，消费者则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是“三输”局面，可以

说对品牌和主播都是一个警醒。能预见的是，会有越来越多

的“欧莱雅”们将不再交出“最低价”，甚至将不再有所谓的“全

网最低价”。对于还未有知名度的品牌而言，头部主播依然

有着极高的话语权。品牌与主播的博弈会越来越多样化，也

会越来越激烈，且其行为本身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但不

管如何博弈，最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否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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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婴幼儿零辅食市场规模已接近 500 亿元，企业争相入局

如何守护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

11月20日，国内在建最北高铁——哈（尔滨）伊（春）高铁
铁（力）至伊（春）段先行标施工现场，中铁二十二局建设者将
最后一方混凝土缓缓注入桩基，为国内首例高铁桥梁多年冻
土桩基施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先行标是哈伊高铁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长60.28公里，位于高纬度高寒地区，全年最低气
温达零下39.7摄氏度，有4个月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的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在建的
最北高铁。作为哈大高铁向黑龙江东北部地区的延伸，哈伊
高铁是黑龙江省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落实新
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
要交通基础设施。全线开通后，从伊春到哈尔滨将由现在的
7小时缩短至1小时40分钟。 徐鸣禹 摄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 杨凤 吴羊

佩）一名新入场工人从录入个人信息到进入

施工现场仅需 2分钟，已录入信息人员 2秒即

可顺利进场。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

院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快速有序通

过大门闸机，无需进行手动测温、查询健康码

及行程码等一系列繁琐的流程。这是 11月 10
日举行的 2021年广东省数智建造与绿色施工

技术观摩会的一个场景。

该观摩会由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广州

市建筑业联合会、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办。新科技集

中展示，“聪明”工地初见端倪。

观摩现场，一只好动的巡检机器狗在跳来

跳去。据介绍，它能够代替人工到施工现场进

行工地巡检，分析危险源，识别火焰、烟雾、人

员未佩戴安全帽、未穿反光背心等情况，极大

提高危险作业区域巡视管理效率及安全性。

为提高生产质量管理效率，中建三局一公

司自主研发多种智能化创新工具并成功应用

于项目，智能角尺、智能激光测距仪、智能靠

尺、数字回弹仪等智能化实测实量工具、“检到

位”系统、大型设备智能化监测系统、人体骨骼

机器人、抹灰机器人等。例如，抹灰机器人通

过高效振动和液压提升，将砂浆平整的涂抹在

墙面，解决高空作业及抹灰效能问题。

又如，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取走所需建

筑材料的机电智慧仓储系统，利用清单二维

码实现对项目材料的集中入库、出库、调拨、

库存预警、盘点等管理。实现自助领料，并对

库存实时监控，实现超上下限预警，有效避免

材料堆积造成浪费，以及材料缺失影响施工

进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项目，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广州市政府合作共建的

产学研平台，担负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和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项目融合全

景监控、会商系统、单兵巡检、远程协同等功

能，对履约过程中的管理动作、人员履职、文

明施工、履约成效等以线上巡检和远程调度

等方式，实施指导、协调和检查，实现“后疫情”

时期穿透企业组织的高效数智管理。

事实上，记者近期在走访粤港澳大湾区

很多项目看到，“聪明”工地在越来越多的项

目呼之欲出。

企业创新：

从平台激励
到股权激励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4~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7.5万辆上升
至136.7万辆。在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间长、续航里程短的问题
也凸显出来，消费者对充电设备、换电设备和电池回收需求持续激增。为此，充电桩企业迎
来红利期。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16万家充电桩相关企业。截至2021年10月，
我国新增超过5万家企业，同比增长121%。 穆明飞 摄/人民图片

需求猛增

充电桩企业迎来红利期

大藤峡水利枢纽进行鱼类增殖放流
本报讯（记者蒋菡）11月 12日，大藤峡水利枢纽鱼类增殖

放流活动在大藤峡鱼类增殖放流站和大藤峡水利枢纽来宾市红

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同时举行，乌原鲤、黄尾鲴、银鲴等101
万尾鱼苗投入珠江流域怀抱，为珠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此次放流的乌原鲤鱼苗为大藤峡水利枢纽来宾

市红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首次成功自主人工繁育。黄尾鲴和

银鲴是大藤峡鱼类增殖放流站自主人工繁育的珠江流域特色鱼苗。

水生生物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流域生态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

枢纽自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提出生态大藤峡的建设目标，谋划行稳致远的生态布局。

目前，国内独有的“一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双鱼道、双增殖站、五

人造生境”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水生态保护工程体系基本建立。

“我们希望努力将大藤峡水利枢纽打造成‘人水和谐、生态

多样、工程壮美’的一流生态水利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廉浩介绍，2020年初，大藤峡公

司联合国内两家知名水生态科研所启动“双增殖站”试运行。

截至目前，大藤峡公司已成功突破并熟化乌原鲤等 6种鱼苗的

人工繁育技术，累计放流乌原鲤、银鲴等 9种鱼苗 541万尾。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孙菲

张春明）日前，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公司自

主研发的 10台自动清理、自主收集海域垃圾

的“海洋垃圾桶”在秦皇岛港投用，开启了全

天候、高效率、自主清洁港口海域的新模式。

一直以来，受到潮汐和风向的影响，海面

固态、油污垃圾及生活垃圾易沿码头侧面漂移

并聚集至码头拐角处，依靠人工岸边打捞和船

舶海上清捞清理难度较大，耗费人力物力。为

了让港池里漂浮的垃圾“乖乖听话”，今年 5月

初，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技术中心成立专项

攻关小组，经过系统分析和论证，决定研发一

套适合秦皇岛港海域水文条件的泵吸浮桶海

洋垃圾自动清理收集装置“海洋垃圾桶”。

据了解，整套装置由外桶、内桶和吸水泵

组成，外桶一直悬浮在水面以下 10厘米左右

位置，以电力驱动水泵吸水，使内桶在外桶内

上下浮动。当内桶外沿低于水面时，在海面

形成一个小漩涡，附近漂浮的塑料、水瓶、泡

沫、树叶等垃圾就会顺着水流被吸入垃圾桶，

进入内桶网袋，只需人工定期清倒过滤网袋

即可。该装置在秦皇岛港经过多次下海实验

和两次产品改进完善后，于今年 7 月研制出

第三代样机，实现了 24小时不间断自主收集

海域垃圾，便捷、高效清洁海面的预期功能。

目前，“海洋垃圾桶”已在秦皇岛港多处

分布应用，可替代人工日常清洁，也可机动灵

活调配位置。技术攻关小组也正在结合“海

洋垃圾桶”不同安装场景，开发设计系列化、

多样化产品。

“海洋垃圾桶”在秦皇岛港投用

本报记者 张玺

近日，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隧道院申报的技术创新成果《内河沉管隧

道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评第六届全

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隧道院该项创新成果第一完成人贺维国

说：“我们正在推动世界沉管隧道相关标准的

制定工作，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在沉管隧

道领域的专业声音。”

记者了解到，贺维国这一创新成果的取

得与企业多年来持续不断激励员工创新密不

可分。

中铁六院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每

年投入科研经费 9000 余万元，大力构建“产

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驱动平台，形成了科研

开发全过程全覆盖的科技激励机制和科技

倾斜政策。

企业先后组建了天津市轨道交通供电

系统技术工程中心、天津市隧道设计及安

全评估企业重点实验室、天津市企业技术

中心、中国中铁智慧城市研发中心、中国中

铁地下空间研发中心、北京市院士专家工

作站等创新研发平台，拓展了企业创新发

展的空间。

平台就是舞台。创新驱动平台成为了

广大员工发展自我成就自我的大舞台。多

年来，贺维国技术创新团队以国家需求为

号角，以原始创新为阶梯，负责或参与了我

国数量占比 70%以上的沉管法隧道建设，主

编 完 成 了 我 国 首 部 沉 管 隧 道 国 家 设 计 规

范，建立了完善的内河沉管隧道技术标准

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沉管隧道技术快

速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在天津市相关企业

的走访中了解到，企业激励员工创新的手段

正在从提高薪酬激励、科研奖励激励、事业发

展平台激励到股权激励、期权激励转变。

2018 年，天津中环集团在上市公司中

环股份开展股权激励，成为天津市首家实

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股权激

励把核心骨干的责权利与企业发展紧密联

系，薪酬与企业效益和个人绩效紧密挂钩，

使骨干团队与企业形成利益、事业和命运

“共同体”。

今年 6月，中环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实

施股份回购，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期权激励计划。

中环股份表示，此番举措旨在进一步建

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

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及子公司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

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前，天津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市

管国有企业岗位分红、项目分红或股权激励，

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以加大对科

技创新、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混合所

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力度，充分研究政策，鼓励

企业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建立更加密切

的经济利益关系。

数据显示，我国婴幼儿食品相关企业超 270万家，零辅食赛道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但安全和品质问题考验着入局企业的品控及供应链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