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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

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总第8152期
第5212期
今日4版

CONSUMPTION DAILY

A 版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7 ■ 代号8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第0054号

● 消费日报社出版 ● 副社长、总编辑：赵 曦 ● 副总编辑：刘 丁 ● 实习编辑：解 磊 ●新闻中心电话：67605550 ● http: //www.xfrb.com.cn ● 北京市丰台区定安东里20号楼 邮编：100075
● 监督电话：67600827 ● 总编室：67605115 ● 广告处：67604888 ● 发行处：67604545 ●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孛罗营村 ● 照排：网络照排中心 ● 零售价：1元

去年饮料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53%

本报讯 据中国轻工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21年1—12月，全国软饮料产量同比增
长11.98%。其中，碳酸饮料类（汽水）产量同比增长18.22%，包装饮用水类产量同比增
长9.13%，果汁和蔬菜汁饮料类产量同比增长11.16%。

饮料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53%。其中，碳酸饮料制造业同比增长19.17%，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业同比增长 12.18%，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业同比增长
13.90%，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业同比增长10.93%，固体饮料制造业同比增长
14.95%，茶饮料及其他软饮料制造业同比增长12.01%。

□ 本报实习记者 贾淘文

3 月 24 日，广东佛山石湾陶艺将
集中亮相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
会。此次，参展团将以“石湾陶艺百
年成就”为主题，展出石湾陶艺国家
级、省级、市级大师级具代表性的作
品 60件/套。

展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本届博览会石湾陶艺家将以
整体形象参展，重点展示宣传石湾陶
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以高规格的
展品阵容提升石湾陶艺的影响力。为
了在博览会上体现出石湾陶艺的最高
水平与最强实力，佛山市和禅城区两
级版权局、文化局、广电局、旅游局、
体育局等单位在 2021年 5月就联合六

大行业协会，以“石湾陶艺百年成就
展”为主题，向石湾陶艺界征集优秀
作品，并得到当地陶艺家的积极响
应。在本届博览会上，市级以上陶艺
大师作品数量多，不仅体现了当代石
湾陶艺的最高工艺水平，更充分展现
了石湾陶艺大师的工匠精神。展团将
以本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为舞台，
为观众奉上一场石湾陶艺文化的视觉
盛宴。

“小公仔”也有“大身份”

记者了解到，在本届博览会上石
湾陶艺参展的 60 件/套作品，均是带
有“身份证”的作品。据了解，参展作
品统一以广东省版权局核发的“作品
登记证书”作为“身份证”，代替以往
的介绍标签，这也是该参展团的独创
之举。

近年来，佛山一直致力于工艺美
术的版权创作、保护、运用和管理，石
湾陶艺是佛山工艺美术领域最突出的
一个种类，通过版权的运用焕发陶艺
创作新活力，是佛山版权工作应有之
义。此次对每一件参展陶艺作品做版
权登记，通过版权提升艺术价值，与
其他地方的工艺美术作品同台竞技，
更能彰显出佛山工艺美术的版权价值
和艺术魅力。

对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泽棉
表示，为一件艺术品做版权登记，可
以有效防止仿冒品出现，提升作品价
值的同时，也让陶艺作者更有创作热
情，版权保护可以促进产业形成良性
循环。目前，不少佛山陶艺家已经开

始主动申请版权保护，同一公民每年
度受资助的作品数量最高为 50件，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家级陶艺大师则
不受资助作品数量的限制。

植根乡土汲古新生

广东佛山古镇石湾一直是岭南的
陶瓷生产基地，石湾陶业全盛时期，有
龙窑 107座，烧出的陶器远销海外。除
了器皿、杯盏，更有造型生动、色彩丰
富的陶塑人物，深受消费者喜爱，当地
人给它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石湾
公仔。

展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石
湾公仔属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
陶瓷工艺品。石湾陶艺的艺术创作来
源于民间，植根于民间，每件作品都
充满着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
情趣。其上釉别具一格，釉色浑厚斑
斓，造型生动传神。在技法上，塑造
人物以不施釉的陶泥“胎骨”表现人
体肌肤，体现出“比瓷雕更有温情和
人性”的艺术效果。唐宋时，石湾的
釉色以青釉为主，到明清时期，石湾
陶工吸收了汝、官、钧、哥、定等各大
名窑的釉色技法，逐渐掌握了釉色的
变化规律，石湾公仔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风格，在兼收并蓄、善仿善创的发
展进程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
上的一朵奇葩，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
的传统民间艺术。

近百年来，石湾陶艺经过不断的
变迁和发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艺术

成就。在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之际，石湾陶艺匠人以陶土为载
体，描绘出盛世中国的宏图，深刻诠
释石湾陶艺百年发展成就，生动地反
映出佛山陶艺的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
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石湾陶艺的
创新风貌和成就。

如今，一代代石湾陶艺人孜孜以
求，形成了独具岭南特色的石湾公仔
技艺，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

“传统手艺+现代营造”，在现代陶艺
人饱含智慧的实践中彼此融合，为传
统陶艺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作品《夏雨初霁》 作品《彝寨乡音》作品《精卫》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
必经之路，动力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回收利用关系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月 22日，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联合北
京理工大学共同编纂完成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产业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在

“2021 年度汽车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成果分享会”正式发
布。中汽数据有限公司生态业务部回收利用研究室资深
主管王攀在会上表示，“随着回收体系共享化等商业模式
不断涌现，未来动力蓄电池回收或将呈现以集中贮存型
网点为主导，新能源汽车个人用户移交电池的形式。”

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成效初现

从“加快建设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首次纳入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到 2021 年 10 月，工信部提出将从法规
政策、技术、标准、产业等方面加快推动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工作，并着力构建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制
度体系。

《报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先后发布了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的 20余项政策文件与国家标准，近 1000家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纳入溯源管理，基本实现可追溯车辆管理
的全覆盖。同时，建立回收服务网点 10000 余个，培育 45
家综合利用行业的骨干企业。

在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整个产业链上
下游的相关企业积极履责，大力推进动力蓄电池全生命
周期溯源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回收服务网络体系，公
开技术指导信息，我国实施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以
及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回收主要分为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

2018 年到 2020 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品质得到
显著提升，中高端车型市场份额端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产品脱颖而出，落后的企业加速淘
汰。“从回收来源可以看出，动力蓄电池回收已经由前期
的以研发试验产生的废旧电池为主，逐步转为以新能源
汽车退役电池为主。”王攀介绍道，“随着回收体系共享化
等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未来动力蓄电池回收或将呈现以
集中贮存型网点为主导，新能源汽车个人用户移交电池
的形式。”

记者了解到，动力蓄电池回收主要分为梯次利用和再
生利用。一方面，目前梯次利用产品已在通信基站备电、
储能以及低速车等领域实现商业化的应用。“随着替代铅
酸电池为目标的成熟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退役电池以整
包形式的应用，将是提高整个梯次利用经济性的有效途
径。”王攀表示。另一方面，随着湿法冶金为代表的资源
化利用技术逐渐成熟、修复工艺产业化进程加快，整个再
生利用产业朝着规模化和集中化方向发展。

而从新能源车消费者角度看，目前建立的 10000余个
回收服务点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
地区等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高的地区，基本上满足了当
前退役电池回收的需求。

从生产到回收 攻克技术瓶颈

《报告》从专业的角度深度剖析动力蓄电池制造、拆解、梯次利用以及再生
利用整体技术路径，介绍新技术发展现状以及未来企业攻克目标。

以电池制造技术方面为例，《报告》表示，为适应当前产业需求，电池企业积
极开发高能量、高功率以及新型电池。未来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易回收利用的设
计，并全面提升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其中，在电池的预处理技术方面，自动化拆
解、破碎分选、智能化解离技术虽然进展较快，但当前看来仍存在一定的技术瓶
颈，未来企业将进一步突破退役电池的自动化拆解技术瓶颈，着重提升拆解破
碎工艺环节的环保和高效的水平。

而对于动力蓄电池的回收，王攀表示，在梯次利用技术方面，未来企业将做
好余能检测、拆解重组、性能测试、编码标识、运行监控等工艺流程，着力突破动
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的关键技术，完善
基于“白箱”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方法；
在再生利用技术方面，湿法冶金工艺
仍是当前的主流技术，未来将进一步
地聚焦突破隔膜、电解液等材料高效
回收的关键技术，同时攻关低残值电
池的材料高值化利用技术。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为规范化
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国家药监局近
日公布《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2年10月
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化妆品不良反
应报告遵循可疑即报的原则，怀疑与使
用化妆品有关的人体损害，均应当报
告。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
企业、医疗机构应当客观、真实地记录
与不良反应监测有关的活动并形成监
测记录，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报告之
日起3年。

《办法》共七章四十七条，包括总
则、职责与义务、不良反应报告、不良反
应分析评价、不良反应调查、监督管理

及附则。
《办法》明确各类主体监测义务，化

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化
妆品经营者、医疗机构等各类主体均应
当按规定报告化妆品不良反应。

《办法》压实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
主体责任。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
具备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
能力，建立并实施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和评价体系，配备与其产品相适应的机
构和人员从事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
作；主动收集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化
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化妆品不
良反应；对发现或者获知的化妆品不良
反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价，根据评价结果

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办法》还提出，化妆品注册人、备

案人应当通过产品标签、官方网站等方
便消费者获知的方式向社会公布电话、
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主动收集来
自受托生产企业、化妆品经营者、医疗
机构、消费者等报告的其上市销售化妆
品的不良反应。

属于一般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化妆
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化妆
品经营者、医疗机构等应当自发现或者
获知化妆品不良反应之日起 30日内报
告，属于严重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应当
自发现或者获知之日起15日内报告，属
于可能引发较大社会影响的化妆品不

良反应应当自发现或者获知之日起3日
内报告。对于不良反应情况和分析评
价结果等有新的发现或者认知的，应当
及时补充报告。

另外，境外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
其在中国境内外上市销售的产品因在
境外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而被采取停
止生产或者经营、实施产品召回、发布
安全警示信息等风险控制措施的，境外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在发现或者
获知之日起 7日内，将相关不良反应信
息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书面报告国
家监测机构，境内责任人应当协助境外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履行报告义务。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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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春暖花开》 作品《紫气东来》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10月1日施行

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遵循可疑即报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