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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相关负责人认为，云南已具备农业种植、

米线加工、产品销售、旅游带动等产业

链基础，但目前各产业链环节尚未完全

打通，接下来需要政府、协会、企业等

多方努力，共同推进产业链布局。

    

标准：亟待从无到有到行业统一
    

食品卫生安全，一直是米线加工

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焦点。据业内人士

介绍，长期以来，鲜米线生产经营一

般以小作坊、小摊贩形式存在，以散

装形式销售，米线的原料来源、生产

工艺、生产时间、保质期、检验检测

等关键信息标识困难。此外，米线生

产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进货查

验、生产过程控制等记录制度落实与

法律法规要求还有差距。

对此，2007 年以来，云南省先后

几次发布、修改鲜米线生产加工地方

标准。今年，云南省相关部门遵循“四

个最严”要求，开展米线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三年行动，通过规范生产加工

行为和市场流通秩序、严格自查和追

溯体系建设等举措，强化米线质量安

全监管。

虽然鲜米线的生产加工不断规范，

但预包装米线的生产加工尚缺乏地方

标准。据陈素龙介绍，凯壮实业公司

目前的预包装米线生产标准，是基于

国家预包装食品标准及云南省相关监

管部门的规定框架下制定的，接受相

关监管部门的各项监督检查。

“我们希望能尽快制定地方标准

或行业标准，为米线生产加工企业提

供指引。长远来看，这也有利于云南

米线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陈

素龙说。云南省米线行业协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协会已在尝试建立相关标

准，待经过相关专家和机构充分论证

后向社会发布，供相关企业参考。

    

研发：亟待从单品到多种新品
    

过桥米线、小锅米线、豆花米

线……在餐饮店，云南米线的吃法多

种多样。然而，由于受食材难以保存、

加工技术要求高、产品研发投入大等

因素限制，种类丰富的鲜食米线难以

转化为预包装米线，因此云南预包装

米线产品品类稍显单一。

为破解产品单一难题，凯壮实业公

司、昆明建新园餐饮有限公司等一批米

线生产企业突破技术难题、提升产品研

发能力，不断丰富预包装米线产品种类。

云南米线讲究“金汤银线”，汤

底是一碗米线的灵魂所在。如何还原

汤底风味，是预包装米线生产加工中

的难题。对此，凯壮实业公司每年投

入几百万元研发资金，与北京、上海

等地的研发团队合作，开发出松茸鸡

汤米线、小锅米线等多种风味的预包

装米线，并承接知名食品品牌的代加

工订单。该公司的预包装米线产品远

销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此外，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积极转型，投资建设米线生产基

地，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不断创

新研发出更多米线产品。为了让云南

米线更具地域标识，昆明冬冬食品有

限公司对米线酱料进行调配，推出如

沾益辣子鸡、西双版纳柠檬鸡等极具

云南特色的口味。

但仅凭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形成

“气候”。对此，今年 1 月，云南省

商务厅等 7 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将通

过开展米线产业技术创新、推进产业

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研发米线产品及

生产设备等举措，助推云南米线产品

从单品向更多新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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