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连续多年增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

农产品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意味着粮食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量的安全、调控的安全，还包括

质的安全，让所有人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安全，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的主攻

方向和最终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年终策划）

过去，在大多数老百姓
的餐桌上，土豆就是一盘小
菜。现在，马铃薯主食开发
的实践表明，“小土豆”不小，
正在成为“大产业”。

“第一代马铃薯主食产
品自去年 6 月 1 日成功上市
以来，经过一年半的发展，产
品数量、质量都取得了积极
进展。”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季
度马铃薯主食开发成果展示
交流会上，农业部总农艺师
孙中华表示。

马铃薯主粮化的积极进
展体现在产品升级换代、种
类推陈出新上。农业部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马铃薯主食
中全粉添加比例，已由第一
代产品的 30%左右，提高到
当前第二代产品的 50%以
上。目前，全粉配比 55%的
馒头、50%的面条、50%的复
配米已在市场广泛销售。产
品种类由最初的馒头、面条、
米粉，迅速拓展到饺子、饼、
凉皮、蒸包、油条、麻花、煎饼
等，形成 6 大系列近 300 种
马铃薯主食产品。尤为可喜
的是，地域特色型、休闲消遣
型、功能保健型等马铃薯主
食产品，比如航空食品、列车
食品，正逐步开发出来，以满
足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
年龄消费者的需求。

与小麦淀粉相比，马铃
薯全粉不含面筋蛋白，就像混凝土中缺少钢筋，加工过程中
存在成型难、易断条、不耐煮、易浑汤等技术难题。由中国
农科院牵头，地方农业科研院校参加，农业部成立了马铃薯
主食开发技术协作组，开展联合攻关，攻克技术瓶颈。通过
配方工艺革新，运用多项技术专利，加工成的主食产品口感
筋道、细腻爽滑、风味独特。虽然用于加工普通馒头、面条、
米粉的生产装备不适合加工马铃薯主食产品，但科研部门
通过对连续压面、自动成型、自动摆盘等核心装备进行改
造，研发出了真空和面机、一体化仿生擀面机、恒温恒湿智
能熟化等新型装备，大幅提升了马铃薯主食加工能力。

据农业部统计，目前马铃薯主食加工企业已超过 200
家，仅内蒙古销售收入过百万元的就达到73家。以企业为
主体的马铃薯主食加工产业联盟发展壮大，成员数量由
250 家增加到 330 多家，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在马铃薯
主食开发项目带动下，相关企业建立了一批原料生产基地，
新上了一批生产线，马铃薯主食产品加工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形成马铃薯主食加工能力100万吨以上。试点省和
重点推进城市涌现出了一批带动力强、信誉度高的马铃薯
主食加工企业。湖北、四川等省主食加工企业与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的马铃薯优势产区合作，大力发展专用品种订单
种植，带动产业扶贫，促进贫困地区“造血式”发展。

营养化、便利化、特色化、经济化是马铃薯主食开发攻
关的方向。孙中华认为，应充分发挥马铃薯营养全面、均衡
的优势，在不影响主食产品外观、色泽、口感的前提下，适当
提高马铃薯全粉配比，建立不同产品的最优配粉比例，使产
品更加营养，满足健康消费的需求。当前马铃薯主食产品
仍然是工厂化生产、集中供应的单一渠道，要改进加工工
艺，拓宽消费渠道，开发适宜家庭化生产的大众食品、适宜
快餐化生产的便捷食品，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从去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资金，今年新增
2500 万元部门预算资金，支持开展马铃薯主食开发，引导
和扶持马铃薯主食加工重点企业。农业部鼓励科研单位与
企业合作，以科技创新带动马铃薯主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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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马铃薯主粮化取得新进展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我从2012年开始使用玉米割苗技术，实现了增产，现
在村里大部分农民都在用这一技术。”日前，河北省廊坊市
安次区落垡乡倪官屯村民王振永在自家玉米地田头向《经
济日报》记者解释，所谓玉米割苗，就是通过割苗技术改变
玉米的营养生长分配，从而实现增产。

日前，在廊坊市玉米割苗增产研究试验中心举行的玉
米割苗增产技术成果通报会上，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玉米专家张凤路教授对该中心 2 号试验田的 4 个品种进行
了测产及结果发布。张凤路说，经过测产，玉米割苗确实可
以增产，但也与操作技术息息相关，与品种、土肥条件、气象
气候等诸多因素相关，增产的理论依据有待在实践中进一
步研究探寻。

在试验中心，记者看到，割苗的玉米田与未割苗的玉米
对比明显。割过苗的植株在高度上矮了一些，但所结果实
却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五六叶时割苗的玉米穗儿，个个又长
又“胖”，颗粒金黄饱满，传统方式种植的玉米穗儿就显得

“面黄肌瘦”。
谈到割苗技术优势，试验中心负责人苏宝健说：“一是

抗倒伏，玉米割苗后植株比未割苗的
平均矮 30 多厘米，从而抗倒伏；二是
抗旱，割苗玉米根系发达，营养水分消
耗少，在干旱年份，营养生长转化为生
殖生长的养分多；三是增产，表现为玉
米授粉率高、穗饱满、秃尖少。”

玉米割苗可增收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在黑龙江

省大兴农场，

大型机械在田

间作业（10 月

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诠释粮食安全新内涵
本报记者 刘 慧

目前我国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
剩，粮食库存高企，有人认为我国粮食安
全已经高枕无忧。一直以来，我们在考
虑粮食安全时，把目光更多地放在粮食
产量上，而忽视了粮食价格、流通、质量
等等其他关键因素。粮食安全，不仅仅
要数量安全，还要供应安全和质量安全。

托住种粮农民信心

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但
是，目前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供
求关系失衡，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业结构，
实行市场化改革，是增加农产品有效供
给，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求平衡，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农业机构调整是去库存、补短板的
重要途径。当前农业的突出问题是品种
结构不平衡，玉米供大于求，大豆、棉
花、油料、糖料等农产品供求缺口逐年
扩大、进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大豆进口
已经突破 8000 万吨，对外依赖程度达
到 83%以上。为了改变失衡的农业结
构，国家有关部门正在以玉米为重点推
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到 2020 年，全国
玉米种植面积调减 5000 万亩。今年以
来，玉米“一粮独大”的局面正在改
变，预计今年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3000
万亩，其中东北地区玉米调减面积达到
2300万亩。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连年
增产的好形势来之不易，实现高点强攻、
高位护盘难度极大，更不容易，稍有松
懈，高点就可能成为拐点。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
生产，绝不能削弱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长期来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仍处
在上升通道，保障供给的压力依然很
大。要坚决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的底线，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粮食不
追求增产，但要防止出现大的滑坡，尤其
是主产省区、主产县市，稳固提升粮食产
能，优先建设高标准口粮田，开展粮食生
产功能区划定。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粮食去库存、
补短板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国家
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在东北地区实行“市
场化加收购”的收储新机制。但是，现在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引发市场连锁反应，
玉米价格大幅度下降，大宗农产品价格
除生猪外普遍下滑，对农民增收和生产
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

在实行玉米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
同时，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托住种粮农

民信心，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
今年国家财政对东北地区第一批玉米生
产者补贴 300 亿元已经下发到各地方，
每亩补贴150元左右，第二批90亿元补
贴也已下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
粮价下跌造成的损失。

加快推进“粮安工程”

“农民种粮卖得出、居民吃粮买得
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这就需要
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完善粮食
收储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
显著增强粮食储备调节能力，全面搞活
粮食流通。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集
中，13 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
量的75%以上，商品粮供给区域高度集
中。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的“蓄
水池”，北粮南运流通格局的形成为确
保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是，北粮南运常常受阻于价格、
运力等等因素。玉米收储制度市场化改
革之前，产销区粮食价格倒挂制约北粮
南运。玉米市场化改革之后，产销区玉
米价格回归合理价差，运力不足又成为
制约北粮南下的重要因素。

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认为，我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明显，自
然灾害多发，及时有效保障城乡居民粮
食供应、保持粮食市场总体稳定，始终
是粮食流通工作的基本职责和首要任
务。随着粮食生产进一步向核心产区和
优势产区集中，粮食区域之间、季节之
间不平衡的矛盾更趋突出，保证军需民
食、应急救灾和市场稳定的难度将继续
加大。只有建设更高水平的粮食收储供

应保障体系，实现快速反应、科学调
度 、 精 准 调 控 ， 才 能 确 保 国 家 粮 食
安全。

对于广东、浙江、福建、北京、上海等
粮食主销区来说，粮食安全之弦始终紧
绷。北京是一个特大型主销区，粮食自
给率不足 10%，90%以上的粮食需要外
调。为了提高粮食应急供应保障能力，
北京构建三道首都粮食安全保障圈。第
一个圈，是沿北京六环的“一小时生活保
障圈”。第二个圈，是沿京津冀的“两小
时应急保障圈”。第三个圈，是沿环渤海
的“五小时应急响应圈”。以古船食品青
岛分公司和山西分公司为核心，以位于
东北和华中，掌控 150 万吨一手粮源的
粮源采购基地为基础，以锦州港和数条
高速为依托，确保成品粮5小时进京，吉
林榆树古船米业大米和东北、华中原粮
12 小时进京，形成京内外快速反应、京
津冀积极响应、环渤海合理布局、东北华
中应急吸虹的粮油应急保障体系。

建立质量可追溯体系

“食品安全，粮食为先；粮食安
全，质量为先”。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日
趋稳定，粮食价格日趋合理，粮食流通
日趋顺畅，但是粮食质量安全问题却令
人担忧。如果粮食质量安全问题解决不
好，有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粮食安
全风险。

粮食产业链条长，在粮食从“农田到
餐桌”的漫长产业链条上的诸多环节中，
有杂草籽、金属碎屑、渣瓦石等物理性危
害；有农药和重金属、滥用添加剂染污等
化学性危害；有细菌和真菌毒素污染等
化学性危害。确保粮食质量安全，就需

要从粮食生产、加工、储存等各个环节入
手，建立从田间到餐桌无缝对接的质量
安全监管体系。

多年来，为了追求粮食产量，过量使
用农药、化肥，给粮食质量带来潜在隐
患。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从源头上确保粮
食质量安全，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减少农
药、化肥使用，大面积推广化肥、农药“两
个零增长技术”，部分省份实现零增长或
负增长，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推广面
积累计超过4亿亩。

粮食霉变是造成粮食质量安全的重
要因素。粮食一旦发生霉变，就会发生
真菌毒素超标问题，人畜食用后极易发
生食物中毒。储粮方式落后是导致粮食
霉变的重要原因。科学储粮技术和烘干
技术的大力推广，将有效减少农户储存
的粮食发生霉变。

防止库存粮食生霉变质也是确保粮
食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
粮食储藏技术的进步和库存监管制度的
逐步完善，我国库存粮食质量明显改
善。在粮食入库前、入库、出库和储存
期间，都要对粮食质量进行严格检验，
严禁不合格的粮食入库和出库。特别是
在入库前加强对粮食生产区域的监测，
对于异常气候条件造成的粮食生芽、霉
变、真菌毒素污染的区域，采取集中收
购、定向销售及强制检验等措施，防止
扩散。今年夏天收购期间，河北、安
徽、湖北等地就开展了对不完善粒小麦
实行专项收购工作。

专家认为，要提高粮食质量安全保
障能力，还需健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监
测体制机制，加强粮食标准体系建设，做
到机构成网络、监测全覆盖、监管无
盲区。

粮食产后科学管理至关重要
博 雅

记者日前在黑龙江、吉林等粮食
主产区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玉米价格
下降，农民惜售心理较强。当地粮食
部门担心天气变暖会导致玉米发霉变
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损失，大力推广
科学储粮技术，引导农民把玉米上架，
离地储存，通风晾干，择时销售，实现
种粮收益最大化。

我国粮食产后损我国粮食产后损
失浪费惊人失浪费惊人。。由于农由于农

户家庭储粮设施简陋户家庭储粮设施简陋、、粮食装卸运输粮食装卸运输
抛撒遗漏抛撒遗漏、、过度或粗放式加工过度或粗放式加工，，我国每我国每
年造成的粮食损失达到年造成的粮食损失达到700700亿斤以上亿斤以上。。
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
响。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提高，全
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部分主产
区收储矛盾极为突出，露天储粮数量
较多，确保储粮质量完好和消防安全
难度较大。加强粮食产后科学管理，切
实解决粮食产后损失浪费严重的问
题，也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举措。

节约粮食，实际上就等于增产，损
失浪费大，节粮减损的空间也大。目前
发达国家粮食产后损失通常在 3%以
内，按此测算，我国每年可节约粮食350
亿斤以上，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减
少粮食产后损失，将有力缓解我国粮食
保供、增产和财政支农压力。当前我国
粮食增产面临着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土
地和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粮食
增产难度越来越大等诸多挑战，减少粮
食产后损失应当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战略选择。

因此，应该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企业
实施、全民参与、共同行动的粮食节约减
损机制，通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工程、加
强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提高粮食加工利
用率和加强教育引导等措施，减少粮食
流通各环节损失，构筑“无形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