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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④《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连载《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连载
2012 年，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

遍大江南北，很多观众沉醉于中华美食的独
特魅力，甚至直呼“口水止不住”。然而面对
生活中舌尖上的安全问题，人们又不禁感叹：
荧屏上佳肴令人回味无穷，现实中问题食品
却 让 人 心 惊 肉 跳 。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安 为
先。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如
何让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安全，是政府必须承
担的重要职责。

一、食品安全问题为何频发

这几年，从“三聚氰胺”到“问题酸奶”，从
“瘦肉精”到“速生鸡”，从“毒生姜”到假羊肉
⋯⋯问题食品频频曝光。2013 年以来的短短
几个月，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超过 2012
年全年总数，说明了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刺痛人们的敏感神
经，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力。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障
食 品 安 全 的 举 措 。 2009 年 颁 布《食 品 安 全
法》，2010 年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1 年 建 立 国 家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中 心 ，
2012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2013 年又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经过不懈努力，食品安全状况有
了较大改善。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20132013 年年 22 月月 33 日日，，公安部公布了公安部公布了 66 起打起打

击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击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11..辽宁省升泰肉制品加工厂特大制售辽宁省升泰肉制品加工厂特大制售

有毒有害羊肉卷案有毒有害羊肉卷案。。

22..北京市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北京市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特大制售有害保健品案公司特大制售有害保健品案。。

33..浙江省温州市李某等特大制售假洋浙江省温州市李某等特大制售假洋

酒案酒案。。

44..湖北省襄阳市公安机关捣毁制售假湖北省襄阳市公安机关捣毁制售假

劣饮料劣饮料““黑工厂黑工厂”。”。

55..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机关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机关打

掉制售掉制售““毒豆芽毒豆芽””黑作坊黑作坊。。

66..山东省潍坊市文某某等制售病死猪山东省潍坊市文某某等制售病死猪

肉案肉案。。

虽然如此，各种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屡屡出
现。我国是食品生产消费大国，全国 13 亿多
人每天消费 40 亿斤食品。尽管不合格产品比
例小，但绝对量不少。仅 2012 年，就侦破食品
安全犯罪案件 9700余起。

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今天，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
社会深刻变革时期，从食品行业来说，正处于
从保障食品供应转向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
中。食品产业层次不高，生产经营单位规模
小、数量多、分布散，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
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面对这些情况，我
们的制度设计和手段仍然有许多不适应。

食品安全必须零容忍食品安全必须零容忍

陈君石陈君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
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食品

安全管理的核心是风险控制安全管理的核心是风险控制，，今后的监管今后的监管

必须放弃以必须放弃以““抽样抽样、、检测检测””为主的方式为主的方式，，而而

应升级为以应升级为以““过程监管过程监管””为主为主。。食品安全食品安全

没有零风险没有零风险，，但是必须零容忍但是必须零容忍。。

监管体制缺陷。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
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对食品进
行监管的部门多达 15 个，难免出现职责不清、
责任不明、多头管理的问题，往往有利的时候
争着管，没利的时候往后闪，出现问题时互相
推诿，“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容易产生“人
人都管事、事事无人管”的监管盲区。

执法问责不严。法不足畏往往使一些人
唯利是图、知法犯法。如对不法企业的经济处
罚 ，2011 年 以 前 上 限 为“ 货 值 金 额 十 倍 以
下”或“十万元以下”罚款。在实际执法中，以
罚代刑时有发生，有的该重罚的却“蜻蜓点
水”，有的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却“一罚了之”，甚
至有的执法人员置法律权威于不顾，“睁只眼、
闭只眼”，有法不依、违法不究。

监管能力不足。与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相
比，监管能力还存在不少“短板”。如监管人手
不够，执法装备匮乏，仅“眼观目测”难以发现
安全隐患；安全标准、检验检测、风险监测等技
术体系还不完善，很难做到事前防范、科学管
理，时常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决定》的有关措施

11..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22..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33..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技术支撑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技术支撑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

55..完善政策法规完善政策法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科技支撑科技支撑

等相关保障措施等相关保障措施；；

66..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77..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为何说食品安全重在监管

问题食品的出现，原因虽然很多，但有一
点是共同的，即都是逃过政府监管“跑出来”
的。如果监管到位，企业就不敢生产问题食
品，即使生产了，也到不了公众餐桌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本
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
不干。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还不完善，诚信体系还不健全。于是，一些企业为
牟取暴利而失去良知，想方设法规避监管，处处找
空子、钻漏洞，甚至明知有毒还制售有害食品。

由此可见，虽说食品行业是良心行业，但
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政府
监管力度，充分发挥监管这只“有形之手”的作
用，对食品行业中疯狂逐利的不法分子严惩不
贷，引导食品企业良性发展，确保生产经营的
食品放心、安全。只有让不法分子“不敢犯”、

“不能犯”，广大消费者“才敢吃”、“吃得安”。
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不论

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状况的由乱到治，还是国
内这几年食品安全形势的逐渐好转，都与食品
安全监管从无到有、不断强化紧密相关。

从国外看，发达国家百年食品产业发展史，
也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日益严密健全的过程。
以美国为例，1906年之前同样面临各种食品安
全问题，小说《屠场》便描述了“毒死的老鼠被掺
进绞肉机”等情节。面对这种“令人作呕的状
况”，美国政府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
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等。经过 100 多年的完
善，美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立体式、全方位监管
网络，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

从国内看，这几年一些地方为强化监管，
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广东深圳、顺德成立市
场安全监督局，陕西渭南成立食药监管委员会
等。以渭南为例，2011 年在该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基础上组建的食药监管委员会，增加了农产
品、食品生产和流通、生猪及牛羊屠宰等监管
职能，成立农产品食品执法监察支队，公安局
增设食品安全侦查大队。在强有力的监管之
下，2012年该市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三、监管体制怎么无缝衔接

在我国，按照原有的监管体制，食品最初的种
植养殖由农业部门管，加工生产归质监部门管，流
通销售是工商部门管，餐饮单位由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管，中间还涉及公安、商务、卫生等部门。

千句狠话不如管理常态化千句狠话不如管理常态化。。保障食保障食

品安全品安全，，既需要专项治理的狠狠打击既需要专项治理的狠狠打击，，也也

需要日常监管的时时盯梢需要日常监管的时时盯梢，，还需要企业和还需要企业和

从业者的良心保障从业者的良心保障。。

食品生产是个良心活食品生产是个良心活，，但良心的盾牌但良心的盾牌

并非总是可靠并非总是可靠，，只有法律站稳了阵脚只有法律站稳了阵脚，，良良

心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心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

杀鸡儆猴用牛刀杀鸡儆猴用牛刀，，重典治乱治人重典治乱治人，，看看

谁还敢飞蛾扑火谁还敢飞蛾扑火，，以身试法以身试法。。

苍蝇不叮无缝蛋苍蝇不叮无缝蛋，，黑心油乘虚而入黑心油乘虚而入，，钻钻

的正是食品检测的技术空子的正是食品检测的技术空子。。面对假冒伪面对假冒伪

劣劣““升级升级”，”，安全检测必须安全检测必须““更新换代更新换代”。”。

这种分段监管体制，原本是为了形成合
力，但在各分段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缝
隙”，存在着监管盲区。如豆芽菜是农产品，但
如果是企业或作坊生产，前店后厂、现做现卖
的，就会涉及农业、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这
种情况，被很多人称为“九龙治水”。

九龙治水，水患难除。整合监管主体，减少
监管环节，分清监管职责，建立无缝衔接的监管
体制，成为强化监管的必然选择。从国际经验来
看，建立由一个主要部门统管的体制是普遍做
法，加拿大、德国等都是这种体制，爱尔兰、丹麦
等也陆续将名目繁多的监管机构归于统一。

那么，如何理解监管体制的无缝衔接呢？
“无缝衔接”，通俗地说，就是要做到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首先，将以前分散在各部门的监管
职责整合起来，消除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
节之间的缝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统一监
管。其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每个层级都有
明确的监管部门，不留死角、没有空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
调，要改革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严格从
生产源头到消费的全程监管，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承担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统一
监管职责，农业部负责农产品种植养殖，卫生
部负责食品安全标准和风险评估。

这一系列的体制和机构改革，迈出了食品
安全统一监管的关键一步。但是，要让改革之
花结出硕果，还需要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共同
努力，细化改革措施，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其一，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今后的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仍然涉及多个部门。不论哪个部
门，都要根据自身职责，做好分内的工作。同
时，还须继续发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作
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互相倚重、互相支撑、
紧密衔接的监管体系。

保障食品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韩长赋韩长赋（（农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食品安全问食品安全问

题关系人民健康题关系人民健康，，关系小康生活关系小康生活，，应该作应该作

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为政府的重要职责。。我们要常抓不懈我们要常抓不懈，，从从

根本上保持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安全根本上保持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安全，，让让

人们可以放心食用人们可以放心食用。。我们决心为此做好我们决心为此做好

工作工作，，也欢迎大家监督也欢迎大家监督。。

其二，完善地方监管机构。最近，国务院
下发了《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体制的指导意见》。各地政府应切实担负起食
品安全管理职责，加快推进地方监管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建立起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实现
重心下移，解决“上边热、下边凉”的问题，不使
食品安全在第一线失守。

其三，理顺内部机构关系。整合其他部门
职能后，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从“物理整
合”走向“化学整合”，打破原有监管模式和固
定思维，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效能机制，
力争在提高监管水平上取得“1+1>2”的效果。

四、监管能力为何亟须提高

有句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如果不是“行家里
手”，不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就很
难发现问题，安全监管也就无从谈起。履行好
监管职责，提高自身监管能力是基础。

从目前来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能力较
弱，“内功修炼”仍然不足。如监管人员少，平
均 1 人监管 100 多户生产经营单位，日均监管
几万斤食品，这还不包括打“游击战”的小摊小
贩；检测技术落后，特别是一些问题食品隐蔽
性强，检测难度大，如“地沟油”至今也没有准
确的检测办法。

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监管不仅是一项“体力
活”，更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从人员、装备、技术
等方面全面加强，炼就出洞察隐患、辨假识真的

“火眼金睛”，让问题食品难以藏身、无处遁形。
充实监管力量。食品安全，需要强大的监

管力量“保驾护航”。应加强队伍建设，推进

省、市、县三级监管队伍标准化，提高基层执法
人员专业水平。切实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装备
建设，配备必需的快检设备和现场调查取证设
备等，提高执法能力。

强化技术支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食品安全监管之“器”在于技术，而最基础的就是
风险监测和检验检测。应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测，
完善风险监测网络，加强数据分析管理，健全评
估预警制度。大幅提高检验检测能力，推进检测
资源整合、结果互认，提高隐患排查能力，切实解
决“检不了、检不出、检不准”的问题。

完善标准体系。在我国，共有食品标准近
5000 项，近几年新公布了 302 项国家标准，但
仍存在标准缺失、过时、交叉等突出问题。目
前，国家正在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工作，
到 2013 年年底将完成现有标准的清理，到
2015 年形成严密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标准体
系。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坚持公开透明、科学
严谨、广泛参与的原则，力求不断提高权威性
和公信力。

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

国务院国务院《《20132013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安排安排》》指出指出：：根据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根据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

设规划设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资源，，按照按照

统一的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统一的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建设国家食建设国家食

品安全信息平台品安全信息平台，，20132013 年年底前年年底前，，完成主完成主

系统和子系统的总体规划和设计系统和子系统的总体规划和设计。。统筹统筹

规划建设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规划建设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统一追统一追

溯编码溯编码，，确保追溯链条的完整性和兼容确保追溯链条的完整性和兼容

性性，，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乳粉和原料乳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乳粉和原料乳

粉粉、、肉类肉类、、蔬菜蔬菜、、酒类酒类、、保健食品电子追溯保健食品电子追溯

系统建设系统建设。。

建设信息平台。准确掌握、及时发布信息，
是减少食品安全问题、降低社会危害的重要手
段。应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建立功能完善、标准统一、信息共享、互
联互通的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建立电子追
溯系统，为食品配备“身份证”，让人们了解到食
品的“前世今生”，追查问题做到“冤有头、债有
主”。向社会及时通报食品安全信息，增强群众
辨别能力，提高全社会防范意识。

五、食品安全如何筑牢法治
“防火墙”

俗话说：治乱用重典。面对当前食品安全
问题的种种乱象，只有依法从重从严进行整
治，才能真正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使政府监
管发挥最大效能。反之，若对不法企业“打不
疼”、“打不死”，法律的尊严、监管的权威就会
大打折扣。

健全应急机制 快速核查处理

◎◎张勇张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局长局长）：）：对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核查事实对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核查事实

真相真相，，需要检验检测和科学验证需要检验检测和科学验证。。今后今后，，我我

们将进一步加快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们将进一步加快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不断不断

完善监测预警网络完善监测预警网络，，努力做到快速核查处努力做到快速核查处

置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解答群众疑惑解答群众疑惑。。

从世界许多国家看，严治是通行做法。比
如，德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产品责任法》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赔偿额可达到
1.6 亿马克；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对损
害赔偿数额不设限制，在实践中赔偿数额呈逐
年攀升趋势。

这些年，我国也加大了食品安全违法的惩治
力度。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食品
安全犯罪处罚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可
判处“死刑”，取消了罚金数额限制。当年河南“瘦
肉精”案中，主犯刘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2012年山东青岛死猪肉案中，张书明、郭珍

艳夫妻涉案金额为 508.6 万元，分别被判处 15
年、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共560万元。

总结国内外经验，保障食品安全，应保持
严打的“高压线”。要用“铁腕”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
本低的问题，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使其
不敢以身试法，从根本上扭转食品安全犯罪频
发的状况。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1..明确界定生产明确界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害食品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定罪量刑标准；；

22..严厉打击食品滥用添加严厉打击食品滥用添加、、非法添加非法添加

行为行为；；

33..明确生产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

罚标准罚标准；；

44..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规定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私设生猪屠宰

厂厂，，从事生猪屠宰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以非销售等经营活动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55..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

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

66..从严惩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从严惩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77..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适用刑罚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适用刑罚。。

专项整治常规化。集中治理整顿是解决食
品安全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针对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黑
工厂”、“黑窝点”、“黑作坊”等突出问题，开展大
规模的集中排查和治理，切实消除重点领域、重
点环节的隐患。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
复性，仅靠一两次行动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做到
常抓、长抓，让群众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重典严打犯罪。2013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
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重处违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关键是要
加大惩治力度，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不
管企业历史有多长、规模有多大，一旦“作奸犯
科”、越过法律红线，必须依法课以重罚，罚到
其倾家荡产、无力东山再起；对相关责任人施
以重刑、让其付出代价，让情节特别严重者把
牢底坐穿，甚至处以死刑。

实施行业退出制度。食品行业是一个特
殊产业，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
关，应严格行业退出制度。实行问题企业“黑
名单”和从业禁入制度，健全诚信不良记录制
度，使企业“一处失信、寸步难行”、“一次违法、
终身禁入”，及时清除“害群之马”。2013 年施
行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对造成严重后果
的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已有“终身不得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定。

严格追究监管责任。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不仅要追查相关企业，也要追究有关监管责
任。食品安全搞不好，“乌纱帽”就保不了。近
年来，各地普遍加大监管责任追究力度，2012
年共有 8428 名公职人员因食品安全问题被追
究责任。应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
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快出台关于食品安全责
任追究的具体规定，明确细化责任追究对象、
方式、程序等，对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等
行为，进行严厉问责。

维护食品安全，更需社会合力。面对大量
的食品、众多的生产经营者，仅靠政府部门仍
然是“双拳难敌众腿”。食品安全还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关键是应动
员广大群众参与进来，特别是积极举报食品安
全问题。在这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已建立起比
较完善的举报制度。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设立的投诉举报电话为“12331”，投
诉举报中心的网址是 http://www.12331.org.
cn，国家质检总局投诉举报电话为“12365”。
31 个省区市按照《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制度的指导意见》，也建立了相应的食品安全
有奖举报制度，有的地方最高可给予 50 万元
奖励。我们每个人都应扮演好餐桌保卫者的
角色，让“人人需要安全食品、人人维护食品安
全”成为自觉行动。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共治，
才能够彻底打赢食品安全“保胃战”。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

定定》，》，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扣紧“舌尖上的安全阀”
——食品安全怎么监管

阜康荒漠生态站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南
缘，该站观测区域的生态类型十分丰富，有雪
山有天池，有草甸有森林，有荒漠有绿洲。

“从海拔 5445 米的博格达山冰川到海拔
450 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80 公里的直线距离
内，形成一个完整的垂直带和水平地理带，囊
括了干旱区几乎所有生态类型，还包括了一个
封闭、完整的内陆河小流域——三工河流域。
这样完整、系统的生态系列，在世界上极为罕
见。”阜康站副站长周宏飞研究员告诉记者，这
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 1987 年中国科
学院批准在此建立荒漠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的最重要原因。

从阜康站站部出发，记者坐越野车去位于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观测点采访时，发现荒漠
上的道路其实就是两条长长的土黄色车辙印，
车颠得厉害。

“别怕颠，这儿开车时速得在 40公里以上，
不然容易陷沙里。”同车的副站长马健研究员
说。这片荒漠很少有外人来，20 多公里的沙漠
土路都是站里的科研人员用车轮压出来的，他
1991年到站里读研的时候，骑摩托走土路，从站
里到沙漠的观测点单程要3个小时，现在坐越野

车，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到达了。“我们的车经常往
这里跑，早上来，跟播种一样，隔几公里扔一两个
人下去，到晚上，再把他们沿路收回来。”

我们一路采访了几个“播种”点：
硕士生谢怀亮拿着喷管，将雨水收集系统

集来的清水仔细地浇灌到实验区的梭梭上。
“这是研究不同水分条件下荒漠植被的响应。
每次一下雨，我们就要过来给观察区的植被额
外多浇些水。早上起床过来，晚上天黑了回
去。”谢怀亮说，这是一个长期实验，已经做了 4

年，还要一直做下去。
博士生戴岳的实验区域装了两条滑轨，还

有一个可以在滑轨上移动的倒 V 字形大棚。
每次天气预报下雨之前，她要来这里把大棚推
到实验区那几株梭梭的头顶上，挡住雨水，等
雨停后，再来把大棚推开，以免挡住阳光。“我
研究的是植物生理变化与水分的关系，不让梭
梭淋雨，只让它用地下水。梭梭可以通过形态
调节，根向下长，来应对气候极端变化的影
响。”这个实验也已经做到第三年了。

这样的测量点还有很多，科研人员大多数
时候也是在日复一日做着这样看似枯燥的基
础工作。

这种工作能收获重大成果。比如站里的老
一辈科学家曾培育出我国首个耐盐小麦新品种
新冬 26 号，去年又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新冬 34
号，这种小麦可在含盐量 2.0%的硫酸盐新荒地
上直接种植，改变了传统大水洗盐的盐土改良
模式，节水效益巨大，已推广超过100万亩。

但这种工作见效也慢，既需要研究人员耐
得住寂寞，又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野外台站
的观测工作要长期持续的研究。”周宏飞说，国
外一些著名的台站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许多
重大的生态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多年持续不断的
观测数据基础上，“阜康站地理条件优越，我们
应该在这100公里的生态长廊中画上细致的观
测图，并且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为我国干旱区
的生态系统研究奠定翔实的数据基础。”

阜 康 荒 漠 生 态 站——

百 里 长 廊 细 绘 图
本报记者 佘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