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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虽然
今年中秋各地月饼类产品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作为传统
节日的象征，月饼，始终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意义与情感寄托。
随着中秋佳节落下帷幕，月饼

逐渐从消费者的日常视野中淡去。
曾经在商场超市里堆得满满当当的
月饼，仿佛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
影。商品产、销数量要完美对应并
非易事，而对于月饼这种特定节日
的商品来说，它的销售时间更是有

限。中秋节一过，大家基本上就不
会再去买月饼了，当然，上海特色的
鲜肉月饼是个例外。不管是生产厂
家还是销售渠道，谁都无法确保生
产出的月饼数量既能满足市场需
求，又能在中秋节前刚好卖完。这
样一来，难免会有剩余和库存。那
么，这些节后还没卖完的月饼，它们
都去了哪里？特别是快要到保质期
的月饼，最后都流向了何方？
通常情况下，在销售端，商家

超市会与月饼厂商签订供货协议，
中秋节之后会将没卖完的月饼退
回厂商，基本实现“全身而退”。到
了厂商这里，并不会马上把没卖完
的月饼销毁，这样太浪费，厂商通

常会将部分月饼作为福利发给员
工，另一部分礼盒月饼将礼盒和月
饼拆开，作为普通商品论斤或论个
数，在下级市场，或生产企业当地
卖，以充分利用其价值。而过了保
质期，无法销售的月饼，则会卖给
饲料厂，当动物饲料。
但在这一套过季月饼的处理流

程中，月饼是不是真的去了该去的地
方，并不能只听商家厂家“自说自
话”，必须公开透明，让消费者心中有
数。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一旦遇
到黑心商家，惜财耍小聪明，把过期
月饼入库保存，等到来年换标再售，
或是直接打碎做成食品原料，都将会
对食品安全产生严重侵害。

“剩余月饼”何去何从，要有清
晰明确的路径。为防止不法商家非
法“翻新”或者“改日期再卖”，监管部
门也必须强化监督力度，构建从生
产源头至销售末端的监控体系，全
过程追踪，做到销售有记录可查，销
毁有凭证可依，确保任何过期月饼
不会在监管盲区中无故“失踪”。
在上海就有“月饼回收上报制

度”，经销商卖不掉的月饼无论过
期与否，都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
节后月饼剩余多少、流向哪里，都
有明确的台账可查，有效防止商家
将回收或过期月饼用作其他食品
材料，或改换包装再次销售。建立
起一套透明、有效的监管处理机

制，才能让月饼的去向明明白白，
从源头上剪断过期月饼的回流路，
也让消费者安安心心。
近年来，月饼销量呈现下滑趋

势，这反映出消费者的观念转变以及
健康意识的提升。尽管月饼作为节
日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意义深远，但
高糖、高脂的特性却让部分消费者在
购买时望而却步。市场上虽然涌现
出各种新颖口味的月饼，但若不能充
分迎合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便
难以赢得市场的认可。面对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月饼生产商必须紧跟
消费者需求，寻求创新与突破，以避免
滞销和积压库存的月饼日益增多，
这是每个厂家都需深思的问题。

大客户申请破产，还剩    万元货款未
支付。从事建材生意的梁新芳当时觉得天要
塌了，这笔货款背后，是四五百个家庭的生计。

他的生意主要是向客户供应黄砂石子
等砂石料，利润率很低，下面链接的几乎都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夫妻老婆店，比如运砂石
的船老大，两口子运营一条船，一年的生计
就靠这笔单子。他拿不到钱，就没法给这些
供应商付款。

经过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宝山区月浦
镇等多方努力，梁新芳不仅拿到了所有的货
款，还与新客户重新签订了供货合同。“大家
觉得在上海有活干，有奔头，对每一笔订单
都非常珍惜。”

办理破产环节是评估一个地区营商环
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年到今年上
半年，上海破产法庭共重整成功  件案件，
盘活资产   亿元。如何积累已有的实践
经验并上升为新的法律规则，如何更好地发
挥破产制度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方面的作用，上海正在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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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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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营商

谈“破”色变
2022年11月，梁新芳得到消息，

他的订单大户上海月浦南方混凝土有

限公司，因为长期资不抵债、经营不

善，公司打算申请破产清算终止经营。

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我在

上海做生意这么多年，一向谨慎。为

月浦南方供货，我需要用三个月的供

货金额作为铺底金，因为这是一家成

立27年的国有企业，我才敢这么垫

资。停工时，他们还有约3500万元货

款没有支付。”梁新芳一听到“破产”两

个字，就觉得这笔货款全额要回来恐

怕很难。

但在上海做生意已二十多年的这

位湖北老板，有个朴素的信念：在法律

的保护下，债权人的利益不会这么稀

里糊涂地损失掉。他积极收集证据，

找相关单位说明情况。

还没等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下面

的供应商已经来堵他的家门了。“运送

砂石料的船老大、车队老板全跑来了，

这笔钱关系到他们的生活，没有退路

可言。”

这些大大小小的供应商以为债权

将颗粒无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

偿债务，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员工工

资和公司运营受到严重影响，矛盾和

隐患随之增多。“大家都认为，月浦南

方自己申请破产就是想逃债，而一旦

破产债权肯定要打折了。当时的思想

很矛盾也很激进。有的人还采取了一

些比较极端的方式。”

关键时刻，一场听证会缓和了局

面。

创新探索
老梁记得很清楚，去年2月28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此案举

办了听证会，很多债权人都到场，向法

院出示了各种购销合同的单据以及其

他证据。“三中院破产审判庭审判长刘

琳认真听了我们的诉求，她向我们承

诺，一定会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仔细

调查。”

三中院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

所担任月浦南方的临时管理人，调查

该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以有效判断该

公司是否符合破产受理条件。在办理

破产案件过程当中，管理人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角色。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

序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破产事务的具

体执行者。“管理人一般是法院受理破

产案件后介入，但其实我们是以临时

管理人的身份，提前介入到案件中。

这在当时是一个程序上的创新。”上海

华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军亮介绍，临

时管理人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债

权审查、企业的资产调查等。通过审

计等调查途径发现，月浦南方与股东

之间的不当关联交易和不当财务操作

是其陷入破产困境的主因。

破产案件的顺利办结离不开管理

人的艰辛付出。“就在月浦镇钱潘村村

委会的办公室里，临时管理人当场答

复了我们债权人的各种问题。当天会

议结束后，三中院就正式受理了月浦

南方公司破产清算案，开完会我们的

心里踏实多了。”老梁说，一开始大家

对管理人并不信任，但看到他们做的

详细调查、认真解答每一个债权人的

问题，开始觉得这事有谱了。

法院受理该案一个月后就召开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了债权并通

过了财产分配等议案。在破产法庭制

定的方针下，管理人根据应收账款的

状态进行多维度的分类，以不同的策

略催收与处置，并在不突破现有税收

法律法规框架下创新做法，扫除了本

案中发票开具的障碍，顺利结算并及

时回收了大量工程款。法院和管理人

还依法认定月浦南方的股东利用关联

关系对月浦南方的巨额债权为劣后债

权，劣后于普通债权人清偿，避免了普

通债权受偿率被“稀释”。

重生焕“新”
今年春节前，老梁和其他债权人

一起拿到了所有的欠款。该案实现了

73笔劳动债权、1笔税收债权和59笔

普通债权的全额清偿，清偿总金额超

过1亿元，清偿比例为100%。更令他

欣喜的是，新客户也找上门来。

月浦南方有搅拌站及土地等固定

资产，存在土地使用权和地面固定资

产所有权的分离问题，用拆解和拍卖

等方式将导致价值显著降低。三中院

破产法庭指导管理人团队确定了整体

处置的方案，实现了资产处置效益的

最大化。在市三中院的妥善处理下，

成功引入了上海宝顺新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

上周五，梁新芳到新公司参观，感

慨万千：高大崭新的厂房，能实现远程

监管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以及喷淋除

尘等各种环保设备，传统建材企业面

貌一新。

“我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搅拌站

的升级和改造，安装了5000多个环保

探头，增加了自动化管理设备，改善了

周边环境，也大幅提升了经济效益，帮

助解决了一些村民的就业难题。”宝顺

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剑介

绍，三中院协调了多方面的问题，联合

区镇有关部门，优化审批流程，帮助企

业迅速投入生产。据悉，新企业的税

收预期将大幅增长，盘活了资产，也有

助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办理破

产流程，可以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推动企业优胜劣汰、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进而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竞争

力。”市三中院副院长俞秋玮说。

 
    年 月  日/星期四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