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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15元盒饭不断供成历史

近日有旅客称，乘坐高

铁在饭点购买15元盒饭时，

被餐车服务员告知此前“不

断供”的15元盒饭“卖光了”。

对此，12日晚记者以旅客身

份致电12306客服热线获

悉， 该规定自2017年1月1日

起不再执行，“列车上可以卖

15元套餐，也可以不卖，且15

元套餐售完即止，中途不再

补给”。

事件曝光后引发众多

旅客讨论：不再执行“15元盒

饭不断供”后，还能在高铁上

买到低价餐食吗？13日，中国

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

针对此事进一步回应称，目

前，全路对高铁餐食的研发

已经有400多个品种，中国铁

路餐饮供应不但有10元以上

的， 还有很多10元以下的餐

食。

求购15元盒饭被告知
“卖光了”

曾引发社会热议的“高

铁15元盒饭不断供”的规定，

近日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返程大学生李欣（化名）

告诉记者， 她12日乘坐从北

京返回合肥的高铁时，没有

买到此前一直宣传“不断供”

的15元盒饭。“我去餐车问服

务员为什么没有15元盒饭

卖，不是说不断供吗？当时服

务员告诉我说，这个规定已

经撤销，不再执行了。”

和李欣有同样遭遇的

旅客不在少数。近日，多名旅

客向记者反映，他们乘坐高

铁时发现15元盒饭出现了

“买不到”的情况，“之前说为

保证不断供，在晚点或者一

些特殊情况下，15元盒饭卖

完来不及补充，会调整其他

价格较高的套餐为15元的情

况也没有了。”

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会

关注。有网友询问“15元盒饭

不断供”不再执行一事是否

属实， 也有网友质疑：“15元

盒饭不断供”本是利民措施，

为何撤销？

不再执行“15元盒饭不
断供”

记者检索发现，2015年

1月1日开始实行的《铁路旅

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的“餐

饮经营”中明确规定，高铁上

“供应品种多样，有高、中、低

不同价位的预包装饮用水、

盒饭等旅行饮食品，2元预包

装饮用水和15元盒饭不断

供”。

对此，1月12日晚，记者

以旅客身份致电12306客服

热线获悉，“15元盒饭不断

供” 这一规定自2017年1月1

日起不再执行。“列车上可以

卖15元套餐，也可以不卖，且

15元套餐售完即止， 中途不

再补给。”工作人员补充道。

13日，针对此事，中国

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

副主任黄欣回应称，《铁路旅

客服务质量规范》是根据旅

客服务新要求实时、经常性

修订，这一次修订的新规范，

在“餐食”方面，不再针对某

个单一餐食品种做硬性规

定，而是要求针对多样化需

求为旅客提供高、中、低档不

同饮食产品。目前，全路对高

铁餐食的研发已经有400多

个品种，中国铁路餐饮供应

不但有10元以上的， 还有很

多10元以下的，比如饺子、包

子、面包等各种餐食供应。

每类盒饭数量根据客
流调整

按照12306客服人员的

回应，目前，15元套餐高铁上

可以卖也可以不卖，但即使

有卖，也是数量有限，售完即

止。对此，有旅客疑问：15元

套餐是否有固定数量？如何

确保购买到这类低价餐食？

13日，记者致电北京京

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询问

此事，相关负责人介绍称，目

前该公司向高铁餐车提供5

大菜系、7个价位共计60个品

种的套餐。“菜系是根据列车

途经地区的口味来研发的，

有地方风味；7个价位则包括

10元、15元、20元、30元、45元、

65元、99元这7档。” 该负责人

表示， 尽管近日15元套餐备

受关注，但从销量上来说，45

元档套餐总体销量最大。“45

元档的套餐性价比最高，并

且包括梅菜扣肉、红烧肉等

多种口味可以选择”。

对于这些套餐的定价

细节，负责人解释，目前都

是由公司自主定价。 此前，

高铁上的套餐曾因价格过

高引发质疑，对此，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曾解释， 为了食品安

全， 各个环节都要进行投

入，仅从原材料的采购上来

说，北京的基地都是与国内

知名的品牌企业合作， 米、

面、油采购的都是非转基因

产品，采用“实地考察+议

价采购”的模式，采购的价

格肯定和一般的批发市场

没法比。

随后，记者询问：包括

15元套餐在内的这些餐食

是否有固定的配备份数，负

责人答复称，每类套餐的数

量会根据客流变化来进行

配比，“比如， 假设春运第一

天人流量1000万人和后期

每天500万人的情况，需要提

供的套餐数量肯定是不一

样的，我们有计划部门会提

前计算， 实时调整配餐数

量。”

京沪两地开通线上订
餐

记者了解到，虽然今年

对高铁上的15元盒饭不再

做不断供的硬性规定，旅客

要想吃到低价餐，可以通过

铁路部门推出的APP或微

信号进行购买或提前订餐。

记者注意到，由北京铁

路局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

限公司开发的康之旅高铁

订餐APP和康之旅微信公众

号已经在春运前正式上线

运行，届时在北京铁路局担

当的列车上，套餐、小吃、饮

料都可以通过手机实现下

单。记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

索发现，13日，列车上提供的

套餐就有15元的辣子鸡丁

面、15元的雪菜肉丝面、30元

的三鲜虾仁包子、45元的梅

菜扣肉套餐、45元的红烧肉

套餐等。此外，各种小吃、茶

点、水果均可以实现在线购

买或预订。

和北京铁路局不同，记

者还了解到，春运前，上海铁

路局高铁动车餐饮服务的上

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与

网上订餐平台合作， 在25趟

上海铁路局的高铁上推出了

平台预订和即时订两种订餐

服务，但目前只能订铁路部

门提供的餐食。

记者体验发现，点击进

入该网上订餐平台的“高铁

订餐”页面，输入乘车日期和

车次，点击查询后即可进入

“高铁餐食”预订页面，然后

填写乘车信息便可开展预

订。“预订” 功能可以预订乘

车日之前7天内高铁餐车美

食；“即时预订” 则可以在乘

坐高铁时， 打开APP即时下

单后，餐食便可及时送达座

位。

记者注意到， 除了不

同价位盒饭餐食， 网上订

餐平台上还大量供应8~15

元之间的低价位餐食，如

包子、微波水饺、鸡肉卷、

面条、三明治、五芳斋粽子

等， 汤类也在过去单一的

蛋花汤基础上增加了扬州

狮子头汤、排骨萝卜汤等餐

食，还引进了烧鸡、盐水鹅

等一些地方名优特产，旅客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进行选

择。

（据《北京青年报》）

中成药新规：名称不应采用“宝”“灵”“精”

风油精不能再叫了？

速效救心丸也要易名？云

南白药不能提云南？

新年伊始， 中成药迎

来改名大战。 日前国家食

药监总局印发的《中成药

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引起业界

很大关注，其指出，中成药

不应采用“宝”“灵”“精”

“强力”“速效” 等夸大用

词，“御制”“秘制” 等溢美

之词也被列入了中成药名

字“黑名单”，或有万余种

产品面临洗牌。

日前国家食药监总局

印发《中成药通用名称命

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指导原则不仅适用于

中药新药的命名， 也适用

于对原有中成药不规范命

名的规范， 对于沿用已久

的药名，如必须改动，可列

出其曾用名作为过渡，过

渡时间应按国务院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

行。

部分中成药或得改名

记者留意到， 如果按

照意见稿新规要求， 市面

上不少产品都可能面临改

名的命运———如鼻炎灵

片、脑力宝丸、黄精丸、强

力枇杷露等。

据了解， 此次出炉的

征求意见稿发布了“科学

简明，避免重名”“必要、合

理”“避免暗示、夸大疗效”

“体现传统文化特色”4条

命名基本原则。首先，中成

药通用名称应科学、明确、

简短、 不易产生歧义和误

导，避免使用生涩用语。一

般字数不超过8个字；其

次， 一般不采用人名、地

名、企业名称命名，也不应

用代号命名。如：名称中含

“X0X”等字样；更为关键

的是， 在此次修改中成药

命名规则中明确， 避免采

用可能给患者以暗示的有

关药理学、 解剖学、 生理

学、 病理学或治疗学的药

品名称。如：名称中含“降

糖、降压、降脂、消炎、癌”

等字样；不应采用夸大、自

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如：

“宝”“灵”“精”“强力”“速

效”等；名称含有“御制”

“秘制”等溢美之词。

“所以按照意见稿的

要求，‘风油精’ 就可能要

改名， 速效救心丸也不能

称‘速效’，云南白药含有

地名也要回避。”一位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

2000多个药品名称含
“灵”字

不仅是新药取名字得

讲究， 原有药物名称也要

改动， 这样一来涉及面将

有多广？ 在食药监总局药

品数据库国产药品一栏

中， 输入部分不能提的字

样可检索到几千个药品批

文 ， 其中光名字中含有

“灵”字的药品名称就涉及

2000多个。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改名不是那么简单， 它将

意味包装材料、 说明书、小

盒、纸箱、标签通通发生变

更，生产包装成本姑且可以

计算、承受，但对于老字号

品牌而言，更名带来的无形

损失非常大，还要花费大量

人力、财力进行二次市场培

育，让‘蒙查查’的消费者知

道更名后的产品就是原来

用惯了的老药。”

“老药更名应考虑差
别对待”

有业内人士透露，此

次意见稿出台， 势必将引

发中成药行业重新洗牌，

起码有万余个产品可能需

要更名。对此，有行业观察

人士表示：“规范管理药物

名字的确可以减少夸大疗

效药品对消费者的误导，

但是一些有口碑、 有市场

的老药更名， 则可能得不

偿失， 所以应该考虑差别

对待或特殊处理。”

据了解，目前《中成药

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

征求意见阶段， 而按照意

见稿， 将传统文化特色赋

予中药方剂命名是中医药

的文化特色之一， 所以以

后企业考虑药品名称不但

要符合规范，还应考虑“古

韵”了。

（据《广州日报》）

列车员在杭州至南京高铁上卖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