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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水稻、小麦、玉米是我国三大主粮。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三大主粮全产业
链浪费和损失严重，稻谷、小麦和玉米的
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26.2%、16.7%和
18.1%，约占三大主粮总产量的20.7%。

减少损耗就相当于增产。提升公众
的节粮意识，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和浪费，
事关我国粮食安全。

主粮损耗浪费多

“从收割到存储，很多环节都白白浪
费了不少粮食，看着都心疼。”西南地区
一位水稻种植大户给记者算了笔“损耗
账”：他家每年产粮80多吨，损耗的就接
近2吨。

这位种植大户介绍，如今水稻采用
机械化收割，虽然提高了效率，但相较传
统的人工收割，本身就会多约 1%的损
失。收获的粮食需要晾晒烘干，如果碰
上下雨天处理不及时，或者晒坪、烘干设
备不足，有的就可能发霉变质。粮食放
进自家仓库后，还会面临被虫、鼠、雀偷
吃的危险。

去年秋收期，在吉林省农安县不少
村路上，记者不时看到玉米粒从农民拉
粮车的车厢缝隙中漏下，一路撒在公路
上。一家粮食收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粮食从农户家里最终运输到销区，还
需要经历多次转运，每转运一次就会损
耗大概2‰；转运四五次，粮食就要损耗
约1%。

在东北部分玉米主产区，不少种粮
农户多年来习惯于“地趴”式的储粮方
式。每年秋收后，一些农民为了省事和
节约成本，将收获的上万斤玉米棒子直
接堆在院子里，等到开春前再销售。如
果赶上玉米水分大、气温偏高，很容易造

成玉米霉变。一些种粮大户告诉记者，
“地趴粮”每年的损耗在5%以上。

粮仓基础设施落后、管理不善也可
能带来储粮安全隐患。2024年底，在东
部某产粮大县，一家粮食企业收储了一
批水分为 20%的玉米；但因工作疏忽、
粮食保管不当，数万斤玉米发霉，损失
不小。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
宇认为，虽然我们解决了吃饱问题，但粮
食和资源性农产品总量供需依然处于紧
平衡，需要引起高度警觉。

播种、收割、储运、加工都
存漏洞

业内专家表示，粮食播种、收割、储
运、加工等各环节都存在一些漏洞，让主
粮浪费积少成多。

——播种。
湖南省汉寿县沧港镇小凡洲村“新

农人”向伟东告诉记者，一些南方稻区的
农户为了省时省力，不愿意提前育秧，而
是直接把稻种播进田里。这种方式不仅
有极大的烂秧风险，而且用种量达到了
每亩18斤，比抛秧和机插多出80%。

一些小麦产区农户播种方式仍较为
粗放，没有采用精量播种。山东省一名
种粮大户告诉记者，小麦每亩播种量，精
量播种只需30斤左右，但“漏斗播”需要
六七十斤。

——收割。
在收割环节，机具类型、机手操作水

平和田间作业条件都会影响粮食损耗。
吉林省敦化市一名种粮大户告诉记者，
他前些年购买的大型收割机技术较落
后，粮食损耗率偏高，损耗率在2%左右，
相当于每公顷大豆光收割环节就要损失
掉100多斤。

“1 亩地里如果有 1 根电杆，每年起

码少收 10 斤谷。”湖南省一名种粮大户
告诉记者，电杆会影响收割机等大型农
机作业，以电杆为中心、半径1米的范围
内，收割机难以进行精细作业。此外，不
规整的“边角田”“巴掌田”机收时也存在
浪费问题。

——储运。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不少农户还是

露天存放粮食，一旦遇阴雨、降雪等天
气，易生潮霉变。

为了便于存储，国家对收储粮食的
水分含量有要求。以稻谷为例，水分含
量不能超过13.5%。“湿粮和干粮的差价
每吨可达数百元，一些粮贩便采用‘装底
盖面’（外面好里面差）的方式，将收来的
稻谷交给国库或企业。”湖南一家米厂负
责人介绍，收购水分不达标的稻谷，容易
造成霉变。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植物食物与营养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家
章等专家说，传统运输主要用麻袋、编织
袋装粮食，进仓库需要拆包，转运时又要
重新包装，效率低、损耗大。

——加工。
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兴德村物元农

场负责人陆晓泉说，水稻去壳后，除销售
一部分糙米外，大部分要再抛光一两次，
让大米卖相更好。大米每抛光一次，就
有 3%的损耗，不仅营养物质减少了，加
工成本也增加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所长王凤忠介绍，过度追求“精、细、白”
会造成营养成分损失，导致“量减质
低”。另外，我国的米糠综合利用率目前
尚不足 20%，还需要加大粮食副产品利
用率。

协同发力减少损耗

202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4130

亿斤，首次超过 1.4 万亿斤。但与此同
时，去年我国粮食进口量高达1.58亿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业内人士
认为，需从各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减少
主粮耗损。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受访专家认
为，要降低土地细碎程度，实行“小田改
大田”，减少“边角田”“巴掌田”。同时，
研发适用于不同地形、不同品种的高精
度农业收割机械。

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农业专家建
议，因地制宜，引导村民科学种植，推广
集中育秧、精量播种等技术。内蒙古一
些种粮大户采用导航播种技术，株距整
齐划一；滴灌水肥一体化，既节水又省
肥。

加强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粮食
损耗。近年来，一些省份加强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建设，由中心为农户提供“代清
理、代干燥、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服
务。全国产粮大县吉林省梨树县目前已
建成 7 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可安全存
粮超12亿斤，占梨树县玉米产量的近三
分之一，大幅降低当地储存环节的粮食
损耗。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科学储粮
意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个储粮仓
一千多元，有的农户舍不得投入；应加大
宣传和引导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储粮
意识，减少“地趴粮”。同时，推广专用
袋、专用运输车等粮食运输设备，推广充
氮储粮等绿色储粮技术。

此外，还要加大消费教育引导，倡导
营养均衡、科学适量的健康饮食习惯。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
等建议，消费者在日常饮食中应粗细结
合，避免一味选择“亮、白、精”，尽量减少
粮食营养流失。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蒋成 薛钦峰 周勉

如何堵住主粮损耗漏洞？

新春伊始，发令枪响，多地的“新春第一会”聚焦创新发
展，努力让更多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企业走向世界前沿，形
成百舸争流的可喜局面。

从《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到《哪吒 2》票房登顶；
从 DeepSeek 火爆全球，到人形机器人精彩亮相，游戏科
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一批并非大众耳熟能详的科
技企业迅速崛起，成长为“小龙”，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创新气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细究“小龙”成长，除了
企业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对创新的大力支持，离不开
地方政府对创新一地一域的暖心呵护。

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创新的“空气”和“沃土”。管理者要
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让创新者在良好
的土壤中成长，才能为未来创造更大价值。近年来，国家大
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一批“小龙”应运而
生。这些“小龙”能嗅出“空气”中有助于创新的味道，也能
吸收“沃土”中的创业养分，不断成长壮大。

让企业大胆闯、让创业者放手拼，就要尽最大努力为其
解决后顾之忧，助其大展身手。有的企业成立不到10年就
变成“小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政府在软环境上出实
招，“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创业者安心创业、放心奔跑。

仅在一地有“小龙”，是不够的；在产业发展中只有“小
龙”，也是不够的。当下，多地正积极打开思路做文章，思考
如何创建有利于创新的生态，因地制宜对创新企业进行暖
心呵护，让自己的江河里能成长出更多的“小龙”，让“小龙”
成“巨龙”。

“小龙”成长为弄潮的“巨龙”还需时日，也需呵护。期
待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拿出更有力的措施，为更多“小龙”
开辟一片海阔天空，早日成长为“巨龙”。

在创新沃土中腾飞：

让“小龙”成“巨龙”
冯源

新春市面上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接二连三，亚冬会
激发冰雪热、“非遗年”助力文博游……通过新春新市面这
扇观察窗口，新一年中国经济的活力与潜力正在显现。

新市面的活力，体现在新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创造出
更多消费需求。市场的活力是具体的。“全国网上年货
节”和“老字号嘉年华”上新不断，国潮点亮消费市场，消
费者不吝于拿出真金白银为“好东西”投票。几个月前
网上还有疑虑“为什么观众不进影院”，新春陆续推出的
高质量影片带火票房，小哪吒脚踏风火轮强势出圈，观
众们争相用一张张电影票亲身参与“百亿元的大项
目”。爆款产品背后的创新不易，结出的果实更加甘甜。

新市面的活力，也源自消费新需求激发新供给。年
轻群体在春节期间传承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传统，也打
开更多消费新场景，以独特方式展示消费偏好、创造消费
潮流。享受一顿地方特色的美食盛宴，体验一场“一夜鱼
龙舞”的非遗表演，消费的“情绪价值”被拉满。带来全新
体验和更多选择的首发经济、首店经济日益受到青睐，成
为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场景在数字化赋能下，不断向沉
浸式和互动式的方向进化，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业态。

新春市场供需两旺，新机遇涌动，新动能释放，离不开
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开展
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化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提振消费
务实举措加快落地，内需潜力不断释放。

春江水暖，未来可期。新春新市面的火热，是中国经济
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转化为发展的新活力，将让这个春天更加生机盎然。

新春新市面彰显

中国经济新活力
王亚宏 唐诗凝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乙巳
蛇年春节余韵正浓之际，元宵节翩然
而至。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逛庙
会……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庆祝活动
在多国举办，当地民众热情参与，现场
氛围其乐融融。元宵节，这一象征团圆
美满的中国传统节日，如今越来越有

“国际范儿”，彰显了中华文化与日俱增
的吸引力。

元宵节漂洋过海，把喜悦祥和的氛
围播撒到世界各地。在南非开普敦举办
的元宵节庙会上，饺子、凉皮、水煎包、热
干面等中华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意大
利佛罗伦萨的舞龙舞狮、武术和京剧等
表演，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浓浓的中
国年味；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

“欢乐春节——走进中心过大年”活动，
吸引 400 多名当地民众热情参与，学汉
语、穿汉服、写书法，体验中国年俗的独
特韵味。不用跨越千山万水，有人在家
门口“零距离”享受中国文化盛宴，也有
人乘着来华便利的政策东风，选择来到
中国实地“打卡”缤纷多彩的元宵节庆祝

活动。“中国游”热潮在元宵节期间热度
不减，“China Travel”持续成为海外社交
媒体热词。

元宵节象征团圆、幸福和美满。这
一天阖家团聚，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承
载着人们对团圆的珍视和对美好生活
的期许：花灯凝结着匠心工艺，象征着
光明与希望；猜灯谜在一问一答间展现
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智慧……这些习俗
代代相传，联通历史与当下，其中蕴含
的和睦团圆、吉祥如意等人类共通的理
念和追求跨越国界，打破隔阂，收获共
鸣。加纳总统马哈马在首都阿克拉出
席元宵节庆祝活动时说，元宵节是中国
人阖家团圆的象征，“这一点加纳人也
感同身受，家庭和社区团结对我们至关
重要”。

更有“国际范儿”的元宵节，是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缩影。不只是元宵
节绽放全球魅力，整个蛇年春节期间，
世界多地点亮“中国红”，文化含量十
足的各类庆祝活动在全球各地举行，

“双向奔赴”的出入境旅游动力十足，
你来我往、欢声笑语中，交流在深入，
民心在拉近。中国节日带来的世界流
量，映射出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与时
俱进。近年来，中国文化不断挖掘传
统，推陈出新，以更加自信从容的脚步
走向世界。几个月前，首个国产 3A 游
戏《黑神话：悟空》震撼登场，截至 2024
年底，全球销量突破 2800 万份，销售额
超 90 亿元，带动国风游戏成为全球市
场新宠。近日，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
魔童闹海》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海外

预售火爆，一票难求……中国节日、中
国游戏、中国文化产品等正成为各国
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吸引更多外国
友人读懂中国故事，领略中国文化，感
悟中国理念。

精彩纷呈的元宵节庆祝活动为各国
民众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让人们感受到
世界文明多样性之美。同时，元宵节的

“国际范儿”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古老的传统焕发出
时代生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彼此欣
赏，世界文明才能更加多彩，文明交流互
鉴已成为各国人民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的重要途径。团圆之夜，当世界不同国
家的人们点亮元宵花灯，照亮的不只是
欢快的笑脸，更是人类文明和谐共处、相
互欣赏的美好图景。

夜色美好，灯火璀璨，一盏盏花灯点亮节日的喜悦；百
灯齐放，冉冉升空，一组组天灯寄托着希望与祝福。正月十
五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赏花灯、猜灯谜、吃
元宵（汤圆）……从海峡这头到那头，两岸亿万中国人同春
共庆话团圆。

“不出十五都是年”。对两岸同胞而言，春节是一种文
化记忆和情感纽带，凝聚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
许。不久前春节成功申遗，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一份特殊
的“新春贺礼”。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度新春佳节，共
祝美好未来，温馨美好的画面为“两岸一家亲”作出最生动
诠释。

过年是团圆的时刻。无论距离多远，对亲人和故土的
思念与深情，促使两岸同胞以各种方式相聚，共叙亲情，乐
享天伦。在北京，台湾“大九学堂”学子到访，为蛇年两岸青
年交流增添亮色；在广州，两岸青年开展“欢天喜地过大年”
活动，共同体验传统年俗；在济南，两岸山东乡亲云端相聚，
联欢联谊共享浓浓年味；在台湾新北，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在
灯会上展示特色秦淮彩灯、苏州刺绣、木版年画等传统文
化，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厦门、金门两地继续同时举办春节
焰火晚会，传递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

不管是传统佳节之际，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两岸同胞都
期盼常来常往、越走越亲。长期以来，大陆方面以实际行动
坚定推动两岸同胞交流交往、走近走亲，诠释了浓浓的同胞
亲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对
抗本性和政治私利，一再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对两岸各
领域交流阻挠禁限、设卡立障。近期，民进党当局又无视大
陆善意，接连阻挡福建、上海团客赴台游踩线团以及受邀参
加台北灯节的上海团组入岛。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再
次暴露其惧怕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政治心魔”，再次激起
两岸中国人强烈愤慨。

共庆中国年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最佳印证。流淌在广大
台湾同胞血液里的中华文化基因，是民进党当局及“台独”
势力怎么搞“去中国化”、怎么破坏两岸交流交往，都改变不
了的。明月映海峡，亲情连古今。新春已至，在此我们一起
许下心愿：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共创福祉，共促团圆。

元宵节更有“国际范儿”
董越

两岸同春庆佳节

人间至味是团圆
刘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