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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渠道各有不同

“我们是在朋友那里获得出租信息的，房子在石

峰区近郊，是一栋普通的两层居民自建房，装修得比

较好，院子里还有前坪、菜地，可以种菜、种花，不需要

大改造。”市民徐先生告诉记者，他租的农村民居是 2

万元/年，租期三年。徐先生原本想长期租，但对方表

示，自己可能会回乡村居住，所以只租了三年。

市民唐女士则表示自己租房的运气非常好，房子

很满意，房东也非常爽快。“我们是从抖音上看到的租

房信息，这一栋三层的民房，一年才 12000 元，签约时

双方都很满意，签了 15 年。”唐女士说，租好房子后，

她投入七八万元，对房子内外进行了修缮。“每个房间

重新购置了家具，安装空调，屋外的前坪和道路全部

装上了太阳能路灯。”

记者发现，因为缺少本地信息平台，想获得这类

信息，要么依靠亲戚朋友介绍，要么就是在抖音、小红

书等平台，搜寻户主发出的出租信息。

年租金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

记者打开抖音 App，发现有不少株洲近郊农家小

院出租，荷塘区、石峰区、渌口区比较多。从价格来

看，年租金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都配有详细的视

频资料。

渌口区古岳峰镇一个农家小院整体出租，仅需要

8000 元/年；云龙职教城附近一栋一层楼农村房屋出

租，带鱼塘，680 元/月；荷塘区近郊一栋农家民房出

租，10000 元/年……租金多少，与房屋的新旧有很大

关系。渌口区一栋农家民房租金报价仅 300 元/月，

但从视频中看，房屋明显比较破旧，院子里杂草丛生。

小院岁月静好，租住还需避坑

看着别人的农家小院岁月静好，但租农家小院却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租住过程中被骗、租后改造遇

阻甚至后期扯上官司的案例并不少见，那么如何规避

风险呢？

“首先要了解，城市居民到农村买卖小院是不可

以过户的，只能是租赁，租赁期可长达 20 年。小院

一般包含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还有普通农地等，建

议租用房主拥有的宅基地。此外，租用者还要考虑

到当地的政策、规划，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约定租

期、租金、支付方式还有使用权限等。”相关资深业内

人士提醒。

“租农家院子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找，公开透明、

明码标价提供服务的平台在房源、合同方面更加有保

障。租期比较长的还可以房主两代人共同签署租赁

合同，如果实在不放心，也可以征得房主同意的情况

下，做一下公证。”唐女士建议，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多

去了解房主在当地的为人以及当地民风等，这些对于

是否租住也有很大帮助。

在株洲专业从事“乡院短住”产业的某公司负责

人唐毅表示，城里人想去乡下生活，这是一种趋势，但

防止踩坑，需要相关的法律程序，最好找专业的机构

进行操作，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市民谭女士的母亲

带记者参观菜地。

记者/唐剑华 摄
院内，主人不仅养花

种草，还采摘晾晒了不少

“山货”。记者/唐剑华 摄

生态安葬，让生命以
最环保的方式延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通讯
员/胡贝贝） 4 月 4 日上午，我市第二届节地生

态集体安葬活动在福寿山庄举行。8 位逝者，

不立墓碑，不留姓名，让生命以最环保的方式，

得到另一种延续。

现场举办了庄严的集体安葬仪式。身着

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手捧逝者骨灰盒，默哀、

鞠躬、献花……8 位逝者的骨灰一同被葬于草

坪之下。

福寿山庄相关责任人介绍，本次生态葬为

草坪葬，逝者骨灰放于可分解的生态骨灰盒

内，半年左右，骨灰将与鲜花、绿草、土地融为

一体。福寿山庄为逝者免费捐献了生态墓位。

逝者家属王先生系我市某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其岳父生前系我市某企业的老干部。

王先生说，岳父去世前一再交代后人，一定要

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去世后不操办任何仪

式，要参加生态葬。得到生态葬征集信息后，

家属们第一时间报名，现在终于完成了岳父的

遗愿。

逝者家属李女士系株洲某企业职工，祖籍

衡阳。她今天和妈妈一起以生态葬的方式送

别父亲。她认为生前厚养是最大的孝道，现在

父亲能和大地融为一体，魂归自然，得以安息，

生态葬是最好的方式。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黄上峰向自发参加集

体 生 态 葬 活 动 的 逝 者 家 属 致 以 了 崇 高 的 敬

意。他说，节地生态集体安葬活动很有意义，

民政部门将继续加强宣传，弘扬“厚养薄葬”新

风尚，鼓励和引导群众采用不占地或少占地、

少耗资源的方式安葬骨灰，共同为株洲的殡葬

改 革 和 殡 葬 事 业 绿 色 健 康 发 展 做 出 新 的 贡

献。下一步，市民政局将继续推行惠民殡葬政

策，积极推进《株洲市殡葬事业发展规划》出台

和落实，加快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为群众提

供方便、公益的殡葬服务。同时，加大殡葬联

合执法力度，查处散埋乱葬、修建硬化大墓、

“活人墓”等行为，以“零容忍”态度遏制增量，

并逐步化解存量，彻底改变青山白化现象。

美达影城（4月5日） （开奖日期：2024年4月4日）开奖

生态葬活动现场。 记者/徐滔 摄

乡院短住，城里人下乡悄然兴起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唐剑华 戴萍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

葚；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

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是鲁迅先

生笔下快乐的“田园生活”，也是羡煞了不少城里人的理想

家园。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一些株洲城区居民在近郊租起了

农家小院，改造后长期居住，花钱做起了乡村人。不过，当乡

村人并非易事，里面的门道还不少。

惬意的田园生活

家住天元区的谭女士已和丈夫、母亲享受这样的田园生

活近两年了。

“最开始想去农村生活，是因为母亲。”谭女士告诉记者，

母亲已经 80 岁了，身体一直还不错。“母亲自小在农村长大，

靠着各种助学金读完了大学，跳出了‘农门’。退休后，住在

城里的母亲越来越希望能回到乡村生活。”有了想法，她就在

亲戚朋友中打听哪里可以租到农村的房子，经过半年的寻

找，最后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租下了这栋农家小院。

记者来到谭女士租住在石峰区的乡村小院，这是一栋三

层楼的独栋楼房，房子很新，宽阔的前坪外种满了各种花草

和观赏植物，屋后的小山坡边，开垦了几块菜地，雨后的蔬菜

涨势喜人。

“搬过来后，养了两条狗，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后山还放

养了 2 只鹅和 10 只鸡。前面的老鱼塘年后刚刚完成了清淤

和加固工作，蓄好水就可以放鱼苗了。”谭女士说，自从住在

乡下，母亲喂猫养狗，养鸡养鹅，种菜施肥，每天都很充实，原

来每个月还回两天城里的家，现在一住就是大半年，身体也

越来越好了。

“中午尝尝我刚刚捡的土鸡蛋和自己种的小菜，味道绝

对好。”说话间，谭女士的母亲精神矍铄地从菜地回来，笑容

满面的邀请记者体验“农家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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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

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回应了大众关心的“什

么是预制菜”“预制菜里是否添加了防腐剂”“如何

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等相关问题。对此，笔者结合

《通知》和消费者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解读。

◎什么是预制菜？

《通知》给出了官方准确定义：预制菜是经过

预包装的，经过加热或烹熟之后可以食用的菜肴。

有消费者问：按这个定义，哪些算预制菜，哪

些不算呢？

《通知》指出，速冻食品、方便面、自热米饭、

香肠火腿、馒头烧饼、热狗汉堡、便利店里的冷藏

沙拉等，都不算预制菜。罐头鸡汤、罐头蘑菇、罐

头青豆等菜肴配料不算预制菜。超市供应的净

菜、果切、切丝切片的肉丝肉排等也不属于预制

菜。并明确，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后，分发到食堂

或餐饮连锁店的半成品或菜肴，也不算预制菜。

那么，哪些才算是预制菜呢？比如，复合膜

或铝箔袋装的鱼香肉丝，开包热一下就可以吃；

带酱料包的冷冻半熟牛排，放锅里再煎一下，配

上酱就能吃；放厚铝箔盒里用液氮冷冻，冷链送

到家的酸菜鱼，连盒子直接放在灶火上，加热沸

腾几分钟后，吃起来和现制的口感几乎一样。

◎预制菜是否添加防腐剂？

实际上，预制菜不需要添加防腐剂。食品腐

败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通过灭菌处理，杀死包

装内部的微生物、并在无菌状态下封口，就可以

避免微生物增殖问题，就像做罐头不需要加防腐

剂一样。像速冻饺子一样，通过速冻和低温保

存，也能达到-18℃以下 12个月的保质期。

仍有消费者坚持认为，预制菜里有防腐剂。

《通知》便明令禁用，这或许能让缺乏相关知识的

消费者更安心。

◎如何保证消费者知情权？

很多消费者并不反对预制菜，反对的是餐饮

店用预制菜冒充现场制作的菜肴。《通知》已明

确，餐饮店使用预制菜时应当告知消费者，既是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是保护行业公平竞争的

必要要求。

同时，消费者需要理解的是，按《通知》，餐馆

和食堂使用鱼片、肉糜、肉丝、净菜等初加工原

料，以及罐头豌豆、袋装水煮竹笋、罐装鸡汤等预

加工配料，并不在预制菜告知的范围当中，它们

早已融入了餐馆、食堂和家庭的日常操作当中。

◎产业链相关标准明确吗？

目前，我国预制菜已有多个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和企业标准，但仍缺乏从农田到餐桌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

特别是近 20 年来，我国虽初步建起食品冷链

体系，但相关标准不明确，管理不严格，运输和销

售企业忽视冷冻冷藏温度，客观上造成产品提前

过期。加上大多消费者缺乏冷链相关意识和知

识，购买后不注意储藏温度，从而导致冷藏冷冻

食品品质下降问题和食品安全风险。

对此，《通知》提出，要加强预制菜的全产业

链相关标准建设，包括冷链运输储藏的标准。只

有标准严格、要求明确、全程规范，才能保证预制

菜行业的产品品质达到较高水准。

◎怎样加强其品质监管？

《通知》强调，必须加强预制菜的品质监管。

针对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忧虑，相关管理部委表

示要加强预制菜产品的审查、检查、抽检等环节

管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

鉴于一些地方的预制菜生产以小企业为主，

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员工专业素质有限，有必

要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加强品质管理，落实食品工

厂的相关环境要求、操作规范、产品检测规范和

员工培训体系，提升生产工艺水平。

◎靠什么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在家务劳动时间不断下降、年轻人不愿意从

头开始烹调三餐的时代，各种预制食品可以帮助

大众从繁重的烹调劳动中解放出来。

《通知》给出了促进预制菜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导向。要从原料、技术、工艺、装备各方面提升

整个产业的水平，让消费者切实享受到安全、优

质、美味的预制菜，预制菜不是劣质食品的代名

词，而是和速冻食品一样，成为提升大众饮食生

活乐趣、减轻烹调负担的方便选择。

最后，专家建议，要把最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体

系用在预制菜产业上，用新质生产力来满足消费者

的更多需求：如增加预制菜产品丰富性、保存维生

素和保健成分、实现减油减盐不减美味等，提升品

质、提升安全、提升营养，这才是行业的发展方向。

（据《科普时报》，作者范志红，系中国营养学
会理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健康系教授）

对老人来说，适当吃点零食有好处。除了补充

营养，还可以防止正餐吃得过饱。过饱不仅影响肠

胃消化，而且加速大脑老化，还能造成热量过剩，使

体重增加、血压升高，引起诸多的老年病。

不过要注意的是，老人的消化系统和身体机能

都开始退化，在选择零食时要讲究一些，这样才能不

伤身，且补充营养元素。

老年人多患有高血压，可以在两餐之间吃一些含

钾高的水果(如橙子、苹果、香蕉、哈密瓜)和土豆泥、红

薯条等零食，既可以增加食物种类，又可以置换体内

多余的钠，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一举两得；还可以吃

一些富含维生素 C和抗氧化剂的大枣、猕猴桃、柚子、

葡萄干、杏干、话梅等，增加血管弹性，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还可以吃一些含微量元素和不饱和脂肪酸较多

的坚果类(榛子仁、杏仁、瓜子、花生)等零食健脑益智。

另外，特殊人群要注意，糖尿病患者应控制摄入

的热量，坚持低盐、低糖饮食；肾病患者应少吃油炸类

零食，控制肉类的摄入，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保证饮

食的清淡，零食可选择核桃、黑芝麻糊等，两餐之间，

也可适量吃一些水果；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避免高胆

固醇、高甘油三酯的食物。 （据《医药养生保健报》）

清甜的甘蔗是广受喜爱的果中佳品，但民间也流

传着“清明蔗，毒过蛇”的说法。临近清明，江苏、广

东、四川等多地疾控中心发布防病提示，提醒公众预

防霉变甘蔗中毒。清明前后的甘蔗真的有毒吗？

◎清明前后甘蔗易霉变

“‘清明蔗，毒过蛇’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这段时期

的甘蔗有毒，而是此时气温升高、降水增多，甘蔗很容

易霉变。”国家二级营养师于良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甘蔗一般在中秋节前后成熟，售卖到第二

年清明节，其间很容易受到节菱孢霉菌的侵袭而发霉

变质。尤其是春季气温不断升高，适宜霉菌繁殖，因

此甘蔗中毒事件多发于每年 3月到清明节前后。

也就是说，只要食用了霉变的甘蔗，无论是在清明

前后还是其他时节，都会导致中毒。于良介绍，甘蔗被

节菱孢霉菌污染后，会产生毒素“3-硝基丙酸”，这种物

质仅 0.5克就会使人中毒。甘蔗霉变程度越深，毒素的

含量就越高，因此才产生了“毒过蛇”的说法。

◎霉变甘蔗重度中毒可致死亡

霉变甘蔗中毒的潜伏期很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

小时内就会发病，症状主要包括胃肠道和神经系统的

紊乱。轻微中毒主要体现在胃肠道方面，如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等。重度中毒则会发生肢体抽搐，严重

者还会出现脑部水肿、肺水肿，可能导致呼吸衰竭甚

至死亡的后果。

对于食用霉变甘蔗引起的中毒，目前还没有特效

的解毒药物。于良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食用霉变甘

蔗后出现了中毒症状，要立即催吐或导泻，尽快将毒

素排出；如果症状比较严重，需要立即送医。

◎如何识别甘蔗有没有毒？

甘蔗是否出现了霉变情况，可以通过它的外观、

质地、气味等进行判断。霉变甘蔗的外表可能有霉

斑，按压时质地较软；切开后色泽较深，蔗心发红或发

黑，甚至有毛茸茸的菌丝；闻起来有霉味或酒味。

“很多人以为把发霉部分扔掉，再吃剩下的甘蔗

就没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于良强调，

病菌入侵甘蔗后，菌丝可以延伸，即使砍掉霉变部分，

其他部分也可能含有肉眼看不见的大量毒素，公众对

此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还要当心有不法商贩用霉变的甘蔗榨汁，

最好选择现挑现榨的商家，并在 2小时以内饮用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甘蔗中蔗糖、葡萄糖、果糖等

糖类的含量很高，即使是没有霉变的甘蔗，如果空腹

食用太多也可能引起胃肠不适。建议大家把甘蔗放

在饭后吃，并控制食用量，以减少出现腹痛等症状的

风险。 （据《科普时报》）

哪些菜是预制菜？
你是如何看待预制菜的？

老年人适当吃点零食有好处

一旦甘蔗有“红心”，说明产生了霉变，

不建议食用。 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说
“清明蔗，毒过蛇”？

预制菜。 AI制图/左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