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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证监会指导证券交易所修订 REITs 审
核关注事项指引，突出以“管资产”为核心，进一
步优化 REITs 审核关注事项，强化信息披露要
求，明确产业园区、收费公路两大类资产的审核
和信息披露标准，提高成熟类型资产的推荐审核
透明度，加快发行上市节奏，推动 REITs 市场高
质量发展。

沪深交易所表示，将进一步做好 REITs 市场
组织培育、机制制度建设、基础资产拓展、项目常
态化发行、扩募等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基础设施
REITs 市场高质量扩容，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据悉，沪深交易所本次修订发布 REITs 审核
关注事项指引，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和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常态化发行相关工作
的通知》有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REITs
基础制度和监管安排，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常态
化发行。

沪深交易所本次修订相关指引突出以“管资
产”为核心，着力构建符合基础设施 REITs 特点
规律的审核和信息披露规则体系。深入总结试
点经验，明确产品设计、项目审核和信息披露要
求，促进形成市场共识，进一步提高市场规范运
作水平。 据新华社客户端

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一季
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203.9万户，同比增长10.7%。
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4900万户，
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3%。

今年一季度，一系列稳增长、促发展、扩消费
政策综合发力，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稳步提升，发展趋势向好，活
力持续显现。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季度，一、二、
三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分别为 7.6 万户、34.9 万户、
161.4万户，第三产业占比近八成。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
成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季度，新设

“四新经济”民营企业 82.9 万户，接近同期新设企
业总量的四成。截至 3 月底，我国“四新经济”民
营企业已超过 2000 万户，新经济新业态保持强劲
发展态势。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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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如何炒好“这盘菜”

200余名嘉宾来川 共话少儿科幻文学发展

少儿科幻的春天来了吗？

如今，越来越多优秀作者
投身于少儿科幻的创作中，也
促进了少儿科幻创作、出版和
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少
儿科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
为科幻文学提供了未来的发展
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
少儿科幻的多元化发展，少儿
科幻星云奖设置了少儿科幻不
同类型的专项奖。

当天的活动中，还进行了 8

套少儿科幻丛书的首发式或新
书推介。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刘慈欣、董仁
威主编的《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
奖书系》，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刘慈欣、董仁威主编的

《我们的元宇宙·少儿科幻精品
书系》，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

《第二届少儿科幻星云奖获奖作
品集》（全5册）以及《中国少儿科
幻史话 1949-2021》等 8 套少儿

科幻丛书悉数登场亮相。成都
时代出版社编辑黄蕊介绍说，该
社的两套书从侧面展现出成都
本土少儿科幻创作力量及作品
出版数量的提升，“可以肯定的
是，四川整体的少儿科幻发展，
无论是科幻作家、科幻作品的数
量，还是科幻作品的水平都是大
幅度上升的，相信还会不断涌现
出更多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家和
作品。”

作为中国的“科幻高地”，成都少
儿科幻的创作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四
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副总编、

《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拉兹透露，“目前
成都有 10 余位本土作家长期从事少
儿科幻的创作，接近 10 家出版社在关
注、出版少儿科幻作品。另外，国内
唯 一针对小学阶段读者的科幻文学
期刊《科幻世界·少年版》便是扎根四
川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创办的
专 为 7 至 13 岁 少 年 儿 童 量 身 定 制 科
幻文学的杂志。

■本地链接

少儿科幻创作
成都实力不容小觑

少儿科幻，即是指少儿科幻文学，
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学龄段，又可分为
青少年文学、青少年科幻小说、科幻小
说、幼童科幻小说以及少年科幻小
说。据著名科幻科普作家、少儿科幻
星云奖主要创始人董仁威介绍，自从
2013年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设
立少儿图书奖开始，到少儿科幻奖项
独立出来，迄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少
儿科幻星云奖评奖活动。“2023年少儿
科幻大会，就是经十年努力以后，近几
年少儿科幻事业成果的一次大展示。”
董仁威说，“本届少儿科幻星云奖的圆
满举办，充分反映了中国少儿科幻文
学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当日的活动现场，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教授、文学博士崔昕平公布了

《2021-2022 年度少儿科幻报告》。她
表示，纵观 2021 至 2022年少儿科幻文
学的发展，呈现出创作队伍不断扩容、
出版阵地不断拓展、评论力量初步跟
进、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末新世纪初，从事少儿科幻与
科普文学创作的作家屈指可数，刘兴

诗、张之路、杨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新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视为引进
版幻想类儿童文学畅销书的天地。异
域幻想对儿童强大的吸引力，以镜像的
方式唤起了对本土儿童文学幻想属性
的张扬。少儿科幻则以一种与科技时
代高度契合的幻想模式，成为本土幻想
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流之一。”

崔昕平表示，目前，少儿科幻仍以
系列化、类型化图书为主流。系列化
形式的图书占了大半。其中不乏已
经树立了一定的口碑，受到儿童读者
喜爱的作品。如凌晨的“开心机器
人”系列、江波的“无边量子号”系列、
小高鬼的“中华少年行”系列等。同
时，单部的少儿科幻作品，在创作表
现层面，较利于聚焦和深度传达某种
思想内核或精神内核。另据董仁威
的统计，已有 50 余家出版社加入了少
儿科幻出版大军，并且呈不断增加的
态势。少儿期刊领域，除发表中短篇
少儿科幻的主阵地《科幻世界·少年
版》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少儿期刊开
始关注少儿科幻。

在展现少儿科幻文化在国
内的生机勃勃之外，崔昕平也谈
到了当下少儿科幻文学发展存
在的问题。譬如，同质化的科学
幻想大量充斥于少儿作品之中，
有些仍是对十几年前的少儿科
幻构思的重复，又如仅仅以“科
幻”为符号或元素的少儿科幻创
作数量颇为庞大，基于科幻文学
的典型性表征不明，作品所展开
的幻想思维与童话幻想没有本
质区别等。

那么，一部优秀的少儿科幻
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素？科幻、
冒险、童书作家超侠认为，“一部
好的少儿科幻作品首先要好看，
科幻的创意和想象力一定是要
建立在真正的科学知识基础上，
然后用易于孩子们接受的深入
浅出的方式创作，有趣、有儿童
性的同时也要有深度、有硬核的
科幻元素，赋予寓教于乐的科学
知识。”

对此，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

会名誉主席、著名儿童文学研究
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泉根提到了三个关键词：科学
性、文学性、儿童性。王泉根进
一步解释，科学性是指给予儿童
以科学的知识、精神、力量和希
望。“少儿科幻还需具有文学性，
真正优秀的作品能使孩子一看
便放不下，这类作品有好看的故
事、有记得住的艺术形象，看了
使人感动。科幻是最具思想性
的文学作品，优秀的科幻作家都
是思想家、哲学家。”王泉根说，

“科幻给予人思想震撼，是一种
巨大的冲击与精神升华。只有
当科幻文学的想象力、思想力、
探索力与青少年儿童这个无穷
大的生命世界联系起来的时候，
科幻才会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与
潜力。”

崔昕平指出，人类文明行
至当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
的 深 度 融 入 了 儿 童 的 日 常 生
活，并构成他们生活本身的重

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也呈现
出与这一代儿童最为亲近的心
灵距离。这决定了当代儿童紧
密追踪的兴趣点、当代儿童文
学展开幻想的策源地，不再是
过去的田园牧歌、森林童话，而
是时刻与他们发生关联、带来
改 变 、产 生 共 鸣 的 科 学 技 术 。

“在这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
时代，少儿科幻能让小读者们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自由地展开
幻想，构成了当下儿童非常愿
意去感知的一种幻想模式，这
种幻想模式给幼儿带来更多的
还是一种趣。这个‘趣’，是一
种 对 科 学 、技 术 热 爱 的‘ 智
趣’。科幻作品独具的智趣之
美是十分具有文学阅读感染力
的，它为我们描绘、展现了人类
的大脑，能够创作出多少叹为
观止的杰作，以及人类的智慧
能够走多远，所以这种智趣美，
是其他儿童文学作品很难去集
中呈现的。”

随着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儿童文学视野中的科幻文学——“少儿科幻”也越来越引起大众关
注。少儿科幻文学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从事少儿科幻创作的作家，又展现出了如何的面貌？

5月12日，2023少儿科幻大会暨第三届少儿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在德阳广汉举办。中国少儿
科幻领军人物董仁威、马传思、超侠、陆杨、崔昕平等，以及众多著名科幻作家与评论家、著名出版人
等200余名嘉宾出席了此次盛会，共话少儿科幻文学发展。

创作队伍不断扩容 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

谈影响

论创作

好的作品应兼具儿童性与硬核科幻元素

8套少儿科幻丛书悉数登场亮相
看作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图据主办方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届少儿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集》

《科幻世界·少年版》

四川将如何抢抓机遇？
早在去年，四川省预制菜产业
联盟揭牌成立，就聚集了全省
170余家预制菜头部企业、重
点大中专院校及食品行业协
会，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缩
短产业上下游间的距离，做大
整体产值。在2022年召开的
四川省预制菜产业发展推进
会上，四川就曾明确表态：到
2025年，全省预制菜产业规模
要达到1000亿元。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四川有省级农产品加工
示范园区 30 个，集聚了一批
涵盖生产、冷链、流通、销售等
环节的预制菜企业。仅 2021
年，四川预制菜产业销售收
入上亿元大单品 35 个，销售
收入共计71亿元，其中，小酥
肉超10亿元，午餐肉罐头超8
亿元，腊香肠超3亿元。

为实现目标，四川针对
预制菜更在政策扶持和产业
引导上频频做出布局。今年
年初，四川省预制菜产业再
次“提速”。四川省经信厅、
科技厅、农业农村厅、商务
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的《支
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明确，将围绕加强
质量标准建设、支持产品创
新开发、培育企业主体、支持
原料基地建设等 10 方面，支
持四川预制菜产业发展。

四川发展预制菜产业具
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昕原表
示，“在市场方面，作为人口
大省，四川消费市场广阔、潜

力巨大；在原料方面，生猪、
油菜籽、蔬菜等产量稳居全
国前列，可为预制菜产业提
供丰富的原辅料；在特色方
面，历史悠久的川菜文化底
蕴和颇具影响的产业优势不
可忽略⋯⋯”要让消费者更
深入地了解四川美食味型的
丰富性，做好美食文化等方
面的发掘；其次，要持续完善
预制菜标准体系；再者，要对

“招牌菜”进一步开发，推动
更多更新的大单品出现，更
多具有品牌全链能力的企业
出现，进而让川味预制菜被
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工作在成都的周先生
喜欢隔三岔五从超市买一
份预制菜东坡肉，加热后那
种鲜香软嫩、入口即化的味
道，总能让他想起江南的家
乡。“价格很划算，味道相当
不错！”李先生给出了不错
的评价。在消费者认可的
背后，一个规模可达万亿元
的大市场正在悄然崛起。

2023 年，“培育发展预
制菜产业”写入中央一号文
件，在政策支持下，预制菜
迎来了更强劲的发展东风。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预
制菜原材料丰富，也有广泛
的消费群体基础。预制菜
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餐
饮企业、农牧水产企业、电
商企业等涌入，此前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2 年，四川预制
菜生产企业共计 586 户，实
现营业收入近700亿元。

今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
布《胡润中国预制菜生产企业
百强榜》，海底捞、新希望、通
威股份三家四川企业上榜。

川菜的文化历史底蕴
和丰富的味型是四川发展预

制菜不可忽略的优势，也是发展预制
菜产业的底气。目前，我国预制菜销
售渠道以B端为主、C端为辅，B端占
比80%，C端占比20%；未来，B端占比
将达到 65%，C 端占比将达到 35%。
预制菜分为即烹、即热、即食、即配四
大类，简称4R，其中即烹食品市场占
比最高。而在2022年，中国预制菜消
费者喜爱的八大菜系中，川菜和粤菜
更是排在前两位。

企业敏锐感知到新的市场机
会，正在本土加速布局、拓展合作。
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
华在中国（川渝）预制菜产业大会期
间接受采访时称，安井食品资阳生
产线在高峰期一天产量能达到 500
多吨，经过公司调研，川味预制菜是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因而未来公司
将持续加大在四川的投资，研发更
多的川味预制菜。

“ 从 长 远 来
看，预制菜的发展
需 要 企 业 在 研 发
端加大投入力度，
生产出更健康、更
美味、更方便的产品。其中，实
现更好的风味还原，是产品在激
烈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一环。”四川高金食品美食事业
部总经理王斌称，此前已发布了
预制川菜风味轮 2.0 版，这不仅
适用于高金食品，对预制川菜产
业也具有广谱性和适配性，让赛
道内参与者互通有无，为预制川
菜出川打好坚实的产品基础。

预制菜在 C 端市场的火热
肉眼可见，无论是企业的销量还
是工厂的接单量都在一路狂飙，
庞大的市场潜力也引来创业者
和资本端的关注。即使预制菜
热度不减，但消费端的声音却逐
渐出现两极化，有人成为预制菜
的“死忠粉”，有人谈及后视如敝
履。其中，预制菜在成分安全、
健康指标方面备受质疑。

随着消费者饮食认知的提
升，饮食健康已从“食饱阶段”“食好阶段”发
展到“营养阶段”，预制菜企业也开始以健康
化作为切入点，从一开始解决消费者“不会
做、不好吃、没时间”的厨房难题，到满足消
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的诉求。中国预制
菜产业联盟研究院院长、食极星美食标准评
价体系牵头人昕原表示，预制菜要拥有真正
美好的发展未来，一定要从原来的产品标准
化进阶为营养标准化。“如果预制菜单纯地
走方便速食路线，它的品牌空间、溢价空间、
增值空间、产业空间是很有限的。”

前景

一盘预制菜

万亿元级大市场

破局

以特色优势

﹃
掘金

﹄
预制菜

挑战

C

端热度攀升推高个性化趋势

随着国内预制菜行业发展态势迅猛，在各领域开始入局后，预制菜也逐渐
细分化匹配更多场景，消费端的需求从一开始解决厨房难题，升级为吃得安全
放心，产业也迎来规范化、品质化发展。

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已经从十几年前的2000家，增加至
如今超过7万家。2021年中国预制菜行业的市场规模近3500亿元，有

机构报告预测，2026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预制菜迎来发展风口，面对部分消费者质疑预制菜

的好味道全是“科技与狠活”，如何推动预制菜产
业朝着营养健康方向发展？作为美食大
省的四川如何做好“这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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