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黄肉桂奶茶、百合红枣八宝饭……近年来，药食同源的养生新理念备受年轻人
青睐，喝中药奶茶、吃各类药膳日益流行起来，“国潮养生”逐渐融入年轻一代的生活，
带火了药食同源“养生热”，药食同源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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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商务部消息显示，日前，商务
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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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从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
新餐饮消费场景、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弘
扬优秀餐饮文化、促进绿色发展、优化餐饮
业营商环境、加强组织保障等七个方面提出
了22项具体政策措施，以进一步稳定和扩大
餐饮消费。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何亚东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
问时说，餐饮在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中发
挥重要作用。我国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10%，餐饮经营主体数

量超过1000万，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在解读《指导意见》
时进一步指出，2023年我国餐饮业明显复苏，
全国餐饮收入5.2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
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13.2%。但餐饮服务
供给质量和结构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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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不优等问题仍然存在，亟须出台
政策措施，推动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该负责人介绍，《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
向，服务群众现实需要。以强化食品安全为
着力点，让群众吃得更加放心；推动技能提
升，发挥标准引导、品牌示范作用，多角度提

升餐饮服务品质，让群众吃得更加满意；推
动发展社区餐饮、老年助餐、乡村休闲餐饮，
优化餐饮服务供给，让群众吃得更加便利；
规范餐饮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优化
餐饮消费环境，让群众吃得更加舒心。同
时，优化营商环境，拓展融资渠道，规范监管
执法、涉企收费，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增强企
业发展信心。

《指导意见》还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发展
新动能。促进餐饮与相关业态融合，结合不
同地域特色、消费人群特点发展主题餐饮，创
新消费场景，实现场景赋能。培育一批品牌
餐饮集聚区、小吃产业集群、品牌餐饮企业，
实现品牌赋能。发展“数字+餐饮”，鼓励餐饮

领域智能技术与设备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推
进数字化赋能。弘扬中华优秀餐饮文化，加
强中餐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餐走出去，拓展
餐饮业发展空间。

何亚东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各地方抓好落实落地。一是健全工作
机制。细化落实举措，跟踪落实成效。二是
建设平台载体。培育一批中华美食街区，创
新餐饮业消费场景。三是增强发展动能。完
善餐饮业标准体系，推进餐饮数字化赋能，积
极推动中餐“走出去”。四是加强宣传引导。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总结推广各地促进餐饮
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经验，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 （经济参考报）

九部门推二十二条举措促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食用有“方”年轻人掀起药食同源“养生热”

实际上，我国药食同源传统源
远流长，内涵丰富。《黄帝内经》中就
指出了食疗对疾病的预防治疗作
用。“其实，大家生活中熟悉的花椒、
生姜、金银花、山楂、决明子等，都是
融入我们生活中的药食同源代表。”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中医药推进办公室主
任秦悦思说。

红枣和百合一起下锅煮，混合多
种谷物，熬得浓稠，香味四溢……在成
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院内食堂，一款在大寒节气推出
的药膳“百合红枣八宝饭”非常受欢迎。

“百合红枣八宝饭很不错，又养生
又好吃。”陪同父母一起来就诊的秦女
士告诉记者，她平时在家也喜欢做饭
时添加一些常见中药材，比如炖汤时
添点红枣，好喝又补气。

秦悦思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中药药食同源文化，该院在十二
节气的每个节气都研发推出了特色中
药药膳，比如立冬时节推出的“高纤五

黑豆面包”，小雪时节研发了“红枣芋
泥小雪人”……

“特色中药药膳非常受欢迎，年轻
人也很喜欢。最近我们研发的一款姜
黄肉桂奶茶，就很火爆。”成都市第一
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临
床营养科副主任刘言说，在研发药膳
的过程中，该院营养科和相关中医专
家紧密沟通，从《黄帝内经》等经典医
书中获得灵感，再结合当前年轻人的
喜好和习惯进行改良。

“我们推出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就
来源于‘医圣’张仲景的方子；我们还
针对年轻人的喜好研发了中药材‘药
膳包’，在炖汤时可以直接放进去，比
较方便。”刘言说。

在产业端，药食同源相关链条也
在不断延伸。走进四川内江市东兴区
郭北镇青台村的天冬产业园，一排排
天冬苗郁郁葱葱，充满生机与活力。
内江种植天冬历史悠久，天冬作为当
地的道地药材，如今正焕发新活力。

目前，内江市仅东兴区就有40余

个天冬种植基地，已种植天冬5万余
亩，除了粗加工，关于天冬的相关药食
同源产品研发产业也初具雏形。“当
前，我们已经和20多家科研机构开展
了合作，将加快促进天冬优质幼苗的
培育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四川天草润
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东海
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了天冬膏、天冬饮
料等产品，未来还将针对天冬的药用
价值，研发更多药食同源产品。

作为行业“风向标”，近日在成都
举办的第11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也凸显了食品行业健康养生的新趋
势。在健康养生成为年轻人消费新动
能的当下，此次糖酒会上有不少展台
贴出了“0糖”“养生”等标语。

来自浙江的一家茶饮企业带来了
全新的无糖蔬菜青汁饮料。该企业销
售负责人肖博说：“很多年轻人有健身
的习惯，对健康饮品的需求日益提升，
因此我们要根据他们的习惯来推出新
产品。在青汁中，我们还添加了中药
材铁皮石斛粉。”

药食同源“养生热”日益流行

食补不能乱补 行业亟待规范
民以食为天，很多食材既是药物，也

是食物。当前，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
以及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药食同源产
品作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将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对各类健康产业提
供政策支撑，到203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
总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在多重利好因
素的支撑下，包括药食同源在内的健康
产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被释放。

近年来，中药咖啡、中药奶茶、各
类中药药膳在年轻人中逐渐风靡，但
其中也暗藏乱象。

“现在大家不仅要吃得饱，更想吃
得好。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通过‘吃’
来保养身体，一举多得。”24岁的成都
大学生李女士说，她平时也喜欢喝一
些中药奶茶，好喝又养生。

养生汤、滋补药膳、润肺茶……记
者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各种“养
生”产品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我妈妈血糖有点高，最近喉咙
痛，就在网上买了一款滋补润肺的养
生茶，回来泡着喝了半个多月，却没注
意到茶包里含糖，不适合血糖高的人
长期喝。”四川一位市民无奈地说。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一些打着
药食同源旗号的骗局也屡见不鲜。例
如，成本仅10多元的普通食品，经过
包装摇身一变，就成为售价几千块的
名贵保健品，还宣称有包治百病、延年
益寿等功效。

补血吃红枣、补气吃当归……这
些看似正确的食药同源“养生经”，也可
能会适得其反。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
许多中药材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但有些
药食两用的中药需要在限定的适用范
围和剂量内使用，药食同源有讲究，食
补不能乱补，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内外兼修确保“行稳致远”
相关专家指出，药食同源虽好，但也要适

合自己的身体，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刘言等专
家认为，要想通过药食同源来补益身体，建议
先明确自己的体质，针对自身的体质来进行科
学养生。一方面，行业发展亟待完善相关规
范；另一方面，也需要释放更多政策红利，让更
多适宜的中药材能加入药食同源行业中，促进
行业健康蓬勃发展。

记者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
质）。食药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
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制定、公布。

“在研发药膳的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了
国家公布的食药物质目录名单，还咨询了中医
专家的专业意见。将传统中药与现代生活方
式结合起来，更契合年轻人的心意，也希望能
加快审批力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药材加入
到药食同源的目录中。”刘言说。

记者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物食
品处了解到，2019 年 11 月，四川结合当地实
际，将天麻、铁皮石斛、灵芝3种物质作为四
川省食药物质试点；2023年 11月，天麻、铁皮
石斛、灵芝等9种物质纳入了国家食药物质
目录管理。

记者了解到，由于公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
认知和重视程度加深，药食同源类商品的需求
量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
优良品质保证的老字号品牌，更易获得消费者
的信任和青睐。在这方面，一些老字号品牌也
需要持续创新产品，并深度挖掘品牌文化内
涵，适应新的消费趋势。

在采访中，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食药
物质的审批流程相对较长，不利于产业链的发
展。“希望能多挖掘食药物质资源，持续推动产
业科技创新，加强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与道
地中药融合发展，让更多药食同源产品融入年
轻人的生活。”汪东海说。 （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