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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圆梦小康圆梦

“现在的‘00后’估计都不知道

粮票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

钱还买不到米、面，必须要有粮

票。”69岁的梁文顺一见到记者就

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这代人或

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经

历。现在好了，各种商品应有尽

有，想吃什么买什么，这在以前是

想都不敢想的。”

梁文顺口中的“以前”是指40

多年前“凭票购买”的计划经济时

代。在那个年代，住在山沟沟里的

梁文顺一家子吃得最多的就是土

豆、野菜和着一丁点玉米面熬成的

“糊糊”。在他印象中，邻里之间互

相敲门借粮是常有的事。“上学那

会儿家里大人常说，‘半大小子，吃

穷老子’。人们那时油水少，普遍

饭量大，填饱肚子是首要的。大家

都是从穷日子一步步过来的，从始

至终就见不得浪费粮食。有时候

看到饭店里挺好的菜，扔掉了太可

惜，拿回家热一热，还够吃好几

顿。”梁文顺说。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衣食住

行依旧离不开票证。那个年代，由

于食品、物资匮乏，每逢年关岁末

或节假日前夕，街道上到处都是排

长队购物的市民。“那时候，萝卜、

大白菜就是餐桌上的主菜。到了

春天，去外面溜达一圈，家里的餐

桌上就会丰富许多，榆钱、荠菜、苦

菜、槐花，感觉吃什么都是香的。”

市民周女士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

济的发展带动更多人民富裕起来，

各家各户的菜篮子里一年四季都

不缺各种时令水果和蔬菜。农贸

市场的增多也让人们可以更方便

地购买食物，鸡鸭鱼肉等荤菜逐渐

成为家常菜式，人们开始追求饮食

的品质和档次。

“如今反季蔬菜、瓜果已是餐

桌上的‘常客’，再也不用吃一冬天

的白菜、萝卜了。”市民韩明勇告诉

记者，如今商场里粮、油、肉、蔬菜、

水果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品种齐

全，鸡鸭鱼肉成为餐桌上的常见

菜，生活条件好了，进餐馆撮一顿

也是常有的事。

在新形势下，我市食品产业获

得了长足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无数食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市民在丰富多样的食品面前精

挑细选，选择愈发多样化。

同时，在对外开放和互联网

的推波助澜下，新世纪的人们开

始更多地认识世界，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饮食习惯与观念不断

冲击着人们固有的饮食观，大家

足不出户便可尝尽世界美食。人

们开始更加注重营养丰富的食品

和搭配合理的饮食方式，健康和

绿色成为新时代民众饮食文化的

主旋律。

谈及这么多年来“吃”的变化，

梁文顺说，粮食从计划着吃到变化

着吃，大家从只求吃饱到追求吃出

健康、吃出特色、吃出品位，从饭碗

就可看出时代的巨大变化。“‘忙时

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

稀’成了历史，如今的人们对饥饿

的记忆越来越淡化，对食物的品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吃得

饱，更要吃得好。”

“过去愁吃不饱，现在愁吃啥

好。”市民孙女士说，每天给小孙女

做饭是最要紧的事，顿顿不重样，

还要荤素搭配，保证营养均衡。如

今，城区街头巷尾也有了更加卫生

和安全的新式夜市，晚上出门遛弯

面对着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美

食，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嘴，

这都是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民安

居乐业的生动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新背景下，我国的食品安

全进入新阶段，同时也影响了民众

的饮食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

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方式和需求

也愈发多样化，饮食方式也有了自

制、外卖、快餐等多种形式，但唯一

不变的是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

重视与关注，饮食安全越来越成为

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

人们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吃得健康、吃得安全。为了让群众

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我市不断构

建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食品安

全保障体系，以学校食堂和经营规

模大、就餐人数多、实施条件好的

餐饮单位为重点，推广建设“透明

厨房”“视频厨房”“网络厨房”，规

范餐饮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加大对

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同时率先

在全省成立了食品安全专家委员

会，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决策的科

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全力守护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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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琳琅满目的新鲜水果

饭店内座无虚席

市民挑选新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