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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金黄丰收忙
——内蒙古玉米主产区通辽秋收见闻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
店镇前西艾力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大型籽粒
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金黄饱满的玉米粒装进
运粮车。“今年我们千亩方玉米亩产达到了
1246公斤，万亩片达到了1183公斤。在春
旱、夏季多云寡照的情况下能达到这个水
平，还是科学种植起了大作用。”通辽市汇民
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忠臣说。

马忠臣是通辽市“种地圈”中的名人，
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个人”。说起通过科学种植模式来
提高玉米单产，他如数家珍：“选用密植品
种，每亩达到6300株以上；导航播种，确保
株距整齐划一；滴灌水肥一体化，既节水
又省肥……”

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1.2万亩玉米已经收割过半。“我们从种到
收全部是机械化作业，籽粒收割机直接脱
粒。一是密植品种适合籽粒收割，二是收
割后直接运到粮库烘干，减少了脱粒环
节。”马忠臣说。

在科技上的“精准投入”，得到的是
“过硬技术”，换来的就是“增产丰收”。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镇车家
子嘎查，8700亩玉米已经全部收获，单产
最高达到了 1850斤。“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嘎查党支部书记陈胡日查说，“我们
这都是盐碱地，老百姓叫‘云彩地’，在3年
前单产也就是1100斤。”

科尔沁左翼中旗位于西辽河平原区，
苏打盐碱化耕地面积达 193.7万亩，分布
广泛。这些耕地，土壤盐分重、碱化度高、
肥力低，农作物保苗难、生长慢、产量低。

2020 年，科尔沁左翼中旗联合国内

有关科研单位实施“2万亩苏打盐碱化耕
地改良工程”，车家子嘎查有 8300 亩耕
地列入其中。3 年来，经过工程、农艺、
生物、化学等综合改良手段，车家子嘎查
的盐碱地重获新生。

“经过改良，单产有了明显提升。除
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适
度密植、规模化经营等做法提高单产。”
腰林毛都镇党委书记武德乐夫说，“现如
今，车家子嘎查 8700 亩耕地全部是高标
准农田。种植户将土地托管给专业的种
植合作社，小田变大田，更利于提升产
量，也解放了劳动力。”

丰收的不只有玉米，还有水稻。在科
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镇，10万亩水稻正有
条不紊地收获进仓。53岁的靳连喜是套
布海村的水稻种植户，今年他种了 100亩
水稻，已经收了60多亩。“一亩地平均1500
斤，最高是1710斤，现在稻子价格在上涨，
我得加快进度，尽快出手。”

今年夏季，科尔沁左翼后旗多个乡镇
遭遇洪涝灾害。“我们这是涝灾多发地区，
今年夏天那场雨下了一星期，幸亏春天就
疏通了主要排干渠，洪水下泄顺利，水稻
影响不大。”套布海村党支部书记刘树山
说，“今年能有这样的收成，不容易。”

记者从通辽市农牧局了解到，今年全
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 2030.58万亩。截
至10月16日，已完成秋粮收获面积1553.4
万亩，较上年同期增加 60.4万亩。其中，
玉米已收1384万亩，较上年同期增加76.6
万亩；水稻已收 20万亩，较上年同期增加
2.4 万亩；预计 10 月末完成秋粮收获。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6日电

我国将践行大食物观
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新华社南京10月16日电 为顺应
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我国将
通过树立大食物观，完善食物供给体
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
鑫 16 日在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
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上说，我
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要合理利用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从耕地资源
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
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
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
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
区域布局，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
让老百姓餐桌上有更多营养健康的食
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
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由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
部、全国妇联、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江
苏省人民政府在江苏南京联合主办。
主会场活动现场发布了“践行大食物
观 保障粮食安全”10 个典型案例，并
正式启动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写字楼外的垃圾回收处，多份外
卖主食还剩近一半；婚宴结束后，很
多主食动都没动；大会就餐区，有的
团餐盒饭没打开就扔了……生活中，
一些主食浪费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随着“光盘行动”持续开
展，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正逐步形
成。但记者走访发现，米饭、面条等
主食仍然容易造成餐饮浪费。

主食易浪费

餐馆就餐虽已吃饱，但习惯上还
要点主食，餐后主食仍有大半剩在桌
上；平时饭量不大，外卖配送的米饭
却盛了满满一盒……这类主动或被
动造成主食浪费的场景司空见惯。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餐
饮食物浪费报告》对某市学校餐厅的
调查，该市中小学生人均食物浪费量
约为每餐130克，浪费率为22%；在浪
费的食物构成上，主食为主要品种之
一，占总量的45%。

外卖是主食浪费的高发场景之
一。广东省外卖点餐浪费问题调研小
组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菜品
品类浪费方面，选择快餐便当、米粉面
食等主食的占比达68.3%。天津消费
者魏女士说，自己饭量不大，点外卖时
主食常常吃一半、扔一半。“剩下的米
饭沾上了菜汤，带回家也不好处理。”

此外，随着商务会议、会展活动
陆续恢复，会场团餐中的主食浪费现
象也值得关注。“在外参会时，有的会

场活动餐一订就是几百份，大批主食
丝毫没动就被丢在垃圾桶旁，看着十
分可惜。”长期在天津从事写字楼物
业管理运营工作的付彦斌说。

“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虽已
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
线，但我国人口基数大，近年极端高
温干旱天气、低温冷害、洪涝灾害等
不时出现，对粮食安全要时时敲响警
钟。”天津农学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
院种子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杜锦说，
一些消费者对我国粮食种植“家底不
清”，节约意识不足。

主食浪费率为何“居高难降”？

记者调研了解到，主食浪费的
“老毛病”难以根治，既有部分消费者
观念还需转变的原因，也与目前餐饮
机构经营、外卖平台管理等方面存在
的一些问题有关。

——怕被打差评，多给更保险。
天津一位餐饮行业工作者说，对餐厅
而言，主食给少了容易招致顾客投
诉，而区分大小份则会增加后厨工作
量，不如统一多给，“省事又讨好”。

有商家表示，相比堂食，外卖用餐
者的饭量更难以预估，后厨一般会提
前盛放好外卖份饭以便配送。“前段时
间在一家连锁快餐品牌点外卖，每份
米饭给了四两多。虽然下单时已和工
作人员沟通少给些，但对方表示米饭
分量是固定的，难以操作。”天津市烹
饪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孔令涛说。

——讲排场，爱面子，“盛宴”变

“剩宴”。在商务宴请、婚宴酒席上，主
食往往是“标配”；但在享用完丰盛的
菜品后，米饭、面条等时常乏人问津。

“为了排场，菜不能少点，主食肯定也
得有，不点不好看，吃不吃是客人的
事。最后主食大家都吃得很少，剩下
很多。”陕西某企业经理李先生说。

——追求“轻饮食”，口味更多
元。杜锦说，一些消费者餐饮习惯趋
于“轻量化”，对主食的需求有所减
少。主食与非主食的界限也较为模
糊，一些沙拉、蔬果等也可作为主食，
如果米面供应量过大，也可能造成
浪费。

此外，一些机关、学校食堂管理
比较粗放，米饭等主食免费供应，容
易造成浪费。

共同行动防止主食浪费

不少部门高度关注主食浪费现
象，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的新“食尚”。
今年 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八家协
会、学会、商会联合倡议，针对外卖点
餐场景存在主食浪费的现象，加快推
广“小份饭”“半份饭”等，更好地保障
消费者的选择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
总监王铁汉表示，餐饮浪费现象的出
现，既有物质生活日渐丰富而忽视了
粮食节约的因素，也有监测评估体系
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处置不易到位、宣
传引导不够深入等原因。多位专家认
为，在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商家、
消费者及相关部门还需发挥合力，防

止餐饮浪费，保障粮食安全。
首先，餐厅在堂食菜单上可明确

标注主食分量，为顾客提供多元化的
点餐选择。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认为，可进一
步细化完善主食分量规格的标识说
明，加快推广中份饭、小份饭，比照大
份饭分量、售价合理设定价格。天津
阿依来新疆餐厅董事长姜子介建议，
点餐时米饭可以“两”为单位，让消费
者按照饭量自由选择。

其次，进一步丰富主食品类，优
化口味，注重“精烹细调”与管理细
节。“现在消费者对口味要求越来越
高，主食也要创新形式，如大米既能
蒸制米饭，也可以做成醪糟、米糕
等。”孔令涛表示，还可在部分餐厅尝
试推出“智慧电子菜单”，将顾客所点
的饭菜分量以及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维生素等含量自动进行计算加
和，帮助顾客合理规划餐食。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建
议，婚宴、自助餐、单位食堂等用餐场
景应围绕制止浪费强化精细化、人性
化管理，及时监测和评估就餐状况，
按需供餐、科学配餐。

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
会牢固树立节约粮食的意识。杜锦
等业内专家建议，要加强科普，让公
众对粮食来源、我国人均粮食占有
量、粮食营养成分、饮食搭配等方面
知识增加了解；学校教师与家长要从
小帮助孩子树立起爱粮节粮意识，让

“光盘行动”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华社天津10月16日电

今年的10月16日是第43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今年活
动主题确定为“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粮食之本。不让任何人掉队”。这一
周也是我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

1010月月55日日，，农民在英国梅德斯通附近的一处果园收获葡萄农民在英国梅德斯通附近的一处果园收获葡萄。。

收获水稻

88月月3131日日，，农民在泰国猜纳府一处稻田收获水稻农民在泰国猜纳府一处稻田收获水稻。。

88月月1717日日，，农民在法国东部一处农田收获卷心菜农民在法国东部一处农田收获卷心菜。。

99月月88日日，，农民在叙利亚伊德利农民在叙利亚伊德利
卜省一处果园收获无花果卜省一处果园收获无花果。。

88月月1515日日，，工人在厄瓜多尔洛斯里奥斯省一家农场分割收获的香蕉工人在厄瓜多尔洛斯里奥斯省一家农场分割收获的香蕉。。

99 月月 1010 日日，，一名农民在法国东一名农民在法国东
北部一家葡萄园查看收获的葡萄北部一家葡萄园查看收获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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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饭，扔一半：谨防餐饮主食浪费

“践行大食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
年世界粮食日及全国粮食安全宣
传周，强调“践行大食物观 保障粮
食安全”主题，符合人民群众从“吃
得饱”向“吃得好”转变要求。老百
姓食物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各方转
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加速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
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践行大
食物观，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
之大者”，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
物基本自给”。农田就是农田，只
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只能
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粮食生
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要全部用于
粮食生产。一些地方大量的良田
要么建养殖场，要么是种花卉果
木，这种“非粮化”必须遏制。

大食物观、大农业观要与大资
源观、大生态观相协调。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三位一体，
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都要
坚守，决不能拆东墙补西墙。要立
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适应食物
结构升级、消费多样化需求，面向
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要蛋白，归根

到底要靠绿水青山、江河湖海，必
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要从每一分耕地、每一块
林草、每一片湖海保护利用开始，
多做绣花功夫的“加法”，少搞“大
开发”“大开荒”。

践行大食物观离不开“小种
子”。我国主要作物种子自给自
足，是粮食安全底气之一。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我们要为扭转生物
多样性加剧丧失趋势而努力，建设
好中国的“种子银行”，存储物种遗
传密码，守卫人类粮食安全底线和
生物资源开发根基。还要在确保
生物安全基础上，开展基因功能及
基因遗传多样性研究开发，在生态
系统、物种、基因等层次开展种子
科技攻关，实现藏粮于技。

践 行 大 食 物 观 ，要 做 好“ 减
法”。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样
样生之不易，全社会要大兴节约食
物、反对浪费的风气，相关部门要
从健康、节约角度引导公众形成科
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把森林草原、
江河湖海馈赠的食物、植物动物
微生物提供的热量、蛋白用足用
好用精，尊重绿水青山，珍惜劳动
果实。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践行大食物观
须做好加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