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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品率低、食用率低、利用率低、效益低、产业链条短问题——

科技创新开辟粮食产业新路径
本报记者 刘 慧

在山东省即墨市大信镇华盛太阳能
农庄，忙完农活，61 岁的孙允堂蹲在他的
蔬菜大棚外晒太阳，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孙大爷的菜园”。他告诉记者，“这
两天我又承包了三个大棚，准备大干一
番”。

普通的蔬菜大棚通常是单面朝南的，
孙允堂身后的光伏阴阳大棚却有两面，以
大棚北墙为间隔。大棚阳面，薄荷长势正
好，除了薄荷，还有十几种蔬菜，阴面一
侧，铁架子上一排排香菇长势喜人。

“孙大爷的菜园”占地 2 亩，棚顶上覆
盖着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发电板产生的电
力除了用于大棚日常的照明、温控和灌
溉，剩余电量直接进入国家电网。

孙大爷给记者算了笔账：阴面棚有
8000 多个食用菌棒，一年产量约 4.8 万
斤，每斤收购价 2 元，总产值 9.6 万元，去
掉 菌 包 、人 工 和 管 理 成 本 ，纯 利 约 5 万
元。再加上阳面棚的有机蔬菜，一个阴阳
棚年纯收入达 8万余元。

6 年前，孙大爷还是一个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地道农民，辛苦一年仅有四千元左
右收入。6 年间，他的身份发生了两次转
变，年收入翻了 4番多。

2010 年，孙大爷将自己的 3.6 亩土地
流转给昌盛日电后，也给该公司的华盛太
阳能农庄打起了工，成为一名农业工人，
负责光伏大棚内蔬菜的日常管理。熟悉
了大棚的日常运作，孙大爷有了自己承包

大棚的想法。这个时候，昌盛日电正筹建
创业孵化器，为入驻的创业者提供多项服
务，当他提出自己也想创业时，得到了公
司的大力支持。

去年孙大爷承包了 3 个光伏大棚，从
农业工人成为一名农业创客，还雇了周边
村庄的 8 个村民。孙大爷根据公司订单
种植生产各种农产品，承担田间作业、生
产用工管理和费用管控等责任，由公司统
一管控种子、肥料和用药，提供种植技术
和管理指导，并且公司按照略高于市场均
价的方式回购孙大爷的蔬菜。

“别小看这大棚，这一个棚能产生四
份收益。”华盛孵化器创业导师王海玉分
析，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企业，进入太阳能

农庄打工，这样就有了土地流转租金、打
工的工资性收入、蔬菜销售的经营性收
入，以及太阳能光伏板发电收入这四份
收入。

“这种光伏阴阳大棚棚顶发电、棚内
发展现代有机农业的方式，不仅提高了传
统日光温室的土地利用率，还解决了传统
发电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王海玉介绍，
在阴阳大棚中，菌棒释放二氧化碳，而蔬
菜恰好需要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产生
的氧气和形成的湿度又反过来满足了菌
类生长的需要，菌棒打碎后可以埋进地
里，成为蔬菜的有机肥料，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完整、封闭的循环链，经济效益约比
同等面积普通大棚增加 4倍。

花甲菜农开启大棚“花样玩法”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周 洋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李珊报道：今年广西百
色市将通过政府引导，借力五大电商平台加码线上营
销，重点打造两个芒果节专场活动，打响“百色芒果”
品牌。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2016 百色芒果生产情况
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的情况。据百色市农业局局长吴
风霜介绍，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区，截至 2015 年
年底，百色市芒果种植面积突破 90万亩，产量达 40.35
万吨，总产值达 24.17 亿元。目前百色市有 30 万人种
植芒果，芒果产业成为百色支柱产业。

芒果产量如此之多，会不会出现滞销的情况？“我
们百色芒果不愁销不出去，反而供不应求，价格还比泰
国、越南等东盟国家高 20%至 30%。”百色市农业局副
局长韦显仕表示，百色市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全国
打响“百色芒果”品牌，让更多消费者知道百色芒果。

百色市商务局副局长林天亮介绍，为提升百色芒
果品牌知名度，也为打通百色芒果与消费者的对接通
道，今年百色市将由以往传统的线下营销为主拓展到
线上营销，充分利用去年年底上线运营的淘宝特色中
国百色馆、京东百色特产馆、一号店百色特产馆以及微
信百色特产馆、阿里旅行百色旗舰店等 5 个平台，强化
网络营销力度。

“我们正在举行网上预售、众筹、芒果秒杀等前
期预热活动，今年的重点是在淘宝和京东商城两大平
台上的百色芒果节专场活动，届时将在淘宝聚划算、
特色中国、乡甜页面以及京东商城的京东生鲜首页轮
播，在特色馆‘爆款集结’等栏目重点推介。活动从
6 月 1 日开始，8 月底结束，贯穿整个芒果生产季。
预计可实现线上浏览量 4000 万人次，实现成交订单
4000 万 单 ， 预 计 销 量 2000 万 斤 、 销 售 收 入 2 亿
元。”林天亮说。

广西百色：

借力五大电商加码芒果营销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部日前召开全国
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工作视频会议。从今年开始，
农业部将联合地方农业部门，组织有关单位、企业深入
乡村，分层次分类型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面对面、
手把手教会农民应用手机，同时丰富网络课堂内容，满
足农民随时随地、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的个性化需
求。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使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得到
大幅提升。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信息
化的短板在农业、农村、农民。今后几年，提升互联网
普及率的空间主要在农村，挖掘手机市场和信息消费
的潜力也主要在农村。要通过农民手机培训，以农民
信息消费需求为导向，把握农业农村特点，让农民愿
用、会用、用好手机。

据了解，近期，农业部门将重点培训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大学生村官、返
乡农民工等农村青年，切实发挥他们的辐射带动作用，
推动形成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让农民在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农业部

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第二届中粮福临门水稻
开耕文化节日前在宁夏举行。中粮集团大米部总经理
杨红在文化节上表示，打造大米品牌需要有强大的供
应链保障，中粮米业已在东北、江苏、两湖、江西、宁夏
等全国优质核心水稻主产区布局 17 家工艺领先、集约
化、规模化生产的大米加工企业，水稻加工能力达到
400万吨。

杨红表示，“十三五”期间，中粮大宗粮食经营目标
为玉米 3000 万吨、大豆 2000 万吨、水稻 1000 万吨、
小麦 1000 万吨、食糖 500 万吨，海外一手粮源掌控能
力 5000 万吨。中粮将加大原料基地建设，更好地适
应市场需要，走高端供应、结构改革的路子，还将持续
完善销售网络，做强大米品牌。

中粮“十三五”目标掌握海外粮源五千万吨

当 前“ 三 夏 ”生 产

进入高潮，全国小麦机

收 正 由 南 向 北 快 速 推

进。为确保粮食颗粒归

仓，日前，安徽农垦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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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广云摄

金 色 大 地 麦 收 酣金 色 大 地 麦 收 酣

日前，“瓜为媒大兴农品推介会”在北京市大兴区

举行，全民分销、扫码拼团、网上竞拍等“互联网+农

业”成为本次推介会一大亮点。图为北京汉良瓜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员工展示西瓜上可追溯产地等信息的二

维码。 本报记者 杨开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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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三夏”农忙，生产形势喜
人，但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
比如粮食加工浪费、秸秆焚烧等。这些老
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粮
食加工业普遍存在成品率低、食用率低、
利用率低、效益低、产业链条短的“四低一
短”问题，粮食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必须用科技创新抢占粮油加工制
高点，提高粮食利用效率，培育新的产业
经济增长点。”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江南大学食品
学院教授陈正行说。可喜的是，目前国
内粮食行业探索的脚步正在加快。

推进绿色粮食产业发展

我国过度加工造成的浪费现象触目
惊心。据测算，小麦过度加工每年损失
粮食约 50 亿斤，稻谷过度加工每年损失
粮食 70 亿斤以上。谷物 50%以上的营
养附着在皮层和胚芽上，过度加工造成
谷物营养严重流失。

倡导适度精准加工，发展全谷物加
工、保全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正成为一种
趋势。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王瑞元认
为，大力推进绿色全谷物口粮工程，要把

“适度、营养、健康、方便”作为发展方向，
提高纯度，合理控制精度，提高出品率，
保存原料中的固有营养成分。

今年 5 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2016）》，倡导居民每天摄
入谷薯类食物 250 至 400 克。这是我国
第一次把全谷物写入国家膳食指南，有
助于全谷物口粮工程的顺利推进。

“目前全谷物食品加工还处于起步
阶段，粮食加工业面临很多技术难题。
要加强技术研发，建立全谷物食品品质
评价和品质改良体系，注重新技术在全
谷物食品开发方面的应用，从营养和健
康的角度研究谷物的适度加工。”河南工
业大学副校长卞科说。

国家粮食局粮食科学研究院博士研
究员谭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全谷物食品的
研究开发，他们研发的苦荞挂面、高粱挂
面、青稞挂面等杂粮产品系列，克服了传
统杂粮不含面筋蛋白的技术难题，去年
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糙米、速食糙米粥今
年 在 江 西 、山 东 等 地 上 市 销 售 。
“全谷物产业链的发展带动杂粮杂豆

食品需求增加，带动边远地区、高寒地区

农民种植杂粮杂豆。全谷物加工业有望成
为粮食行业新的增长点。”谭斌说。

精深加工拓展市场空间

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粮食产业链
条，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粮食
资源利用率的又一重要途径。

以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生产可生物降
解塑料，制作出的一次性纸杯、餐具等产品
在使用后可堆肥降解，这是武汉华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淀粉改性技术生产出的
产品。公司董事长张先炳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年产 6 万吨生物基材料，生产的生
物材料可替代普通石化塑料而广泛应
用于工业、医药、化妆、餐饮具等领域。

“目前国内粮食加工多停留在葡萄
糖、氨基酸等附加值低的传统工业上，
向新型环保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是未来的趋势，这样才能提高粮食附加
值，带动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张先
炳说。

在玉米深加工行业深耕多年的中
粮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
君看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玉米
深加工带来无限发展空间。用玉米加

工成淀粉、酒精、果葡糖浆等初级产品可
提高附加值 1 至 2 倍；加工成柠檬酸、赖氨
酸等中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 3 至 10 倍；加
工成酶制剂、苹果酸等高级产品可提高附
加值 10 至 20 倍；加工成威兰胶、谷氨酸、
黄原胶等更高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 20 倍
以上。

“全球玉米深加工产品近 4000 种，我
国玉米加工产品不到 1000 种，以中低端
产品为主。我国应该抓住消费升级的机
会，用工业化思维加快玉米深加工产业发
展。”岳国君说。

做好“秸秆经济”大文章

我国每年可生成 9 亿多吨秸秆，大量
秸秆被弃置田间地头甚至一把火烧掉。
现在随着科技研发水平的提升，发展“秸
秆经济”，利用秸秆做肥料、饲料，生产人
造板材、生物燃料、木质纤维素，可以提高
秸秆附加值，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以各种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的无
甲醛生态环保板材，可以满足装修、家具、
地板、吸音板、写字板等生产需要，这是万
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技
术。公司工作人员龚茹告诉记者，该技术
已实现产业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供 180
多家家居企业使用。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绿色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生
物质燃气运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据公
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已经建立起生物质
工业化的完整产业链，可以利用稻壳、秸秆
等做原料生产生物质燃气，代替煤、石油、天
然气等传统能源。

纤维素燃料乙醇是我国近年来力推
的生物质能源利用项目。秸秆中就含有
大量的纤维素、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等天然
高分子物质。中粮集团 2014 年研发成功
的 5 万吨级的全套纤维素制乙醇技术，可
将农作物秸秆中的五碳糖、六碳糖全部发
酵转化，还开创了燃料乙醇、生物电的醇
电联产模式，在生产燃料乙醇的同时，将
很难利用的木质素用来发电，使秸秆得到
充分利用。

“在推进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的同时，
我们还在开发木质纤维素生产有机酸、氨
基酸的技术，进一步提升秸秆附加值。”岳
国君说。

▲国家“十二

五”科技成果展览

会上展出的用各种

农作物秸秆制作的

板材。 刘 慧摄

◀色选机是大

米加工过程中去除

杂色米和腹白米的

重要设备，图为在国

家“十二五”科技创

新成果展上，工作人

员向参观者介绍色

选后的大米成色。

刘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