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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信息

目前，发达国家形成了全谷
物（糙米、全麦、杂粮）食品消费
趋势，全谷物主食化正成为健康
饮食风尚。在我国，粮食过度加
工问题非常突出，谷类消费量下
降，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消费增加
使百姓饮食健康受到考验，发展
全谷物产业极其重要和紧迫。

近日，2017全民营养周召
开，“全谷物，‘营养+’，开启营养
健康谷物新时代”成为主题，全
谷物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全民
营养周期间揭晓了10种“中国好
谷物”品类，依次是全麦粉、糙
米、燕麦米/片、小米、玉米、高粱
米、青稞、荞麦、薏米、藜麦。中
国营养学会表示，推荐这些食材
是为了将其作为多样化膳食的
组成成分，替代部分精制米。

从在上海举办的中外全谷
物产业发展专家论坛上获悉，目
前全谷物产业正逐渐得到政府、
企业和市场的高度重视，虽然我
国全谷物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
有着得天独厚的谷物养生理念
基础和庞大的市场消费人口基

数，我国全谷物发展的黄金时代
已经到来。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谷类消
费量下降，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消
费增加。谷物过度加工导致B
族维生素、矿物元素、膳食纤维
大量损失。最新研究表明，增加
全谷物、果蔬、鱼、禽肉等膳食摄
入，同时减少红肉、加工食品、甜
饮料及淀粉质食品的膳食摄入，
可以降低II型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的风险。但当前我国全谷物
产品占谷物消费总量仅 1%左
右，全麦粉产品逐年增多，糙米
产品极少。多年来，发芽糙米一
直没有得到发展，市场化的全谷
物主食产品较少，全麦挂面等全
谷物制品标准发展严重滞后。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
油加工研究室副主任谭斌表示，
目前我国全谷物标准滞后，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选择机会
少。全谷物产业发展面临技术、
标准标识、科普与消费引导三大
瓶颈。“全谷物产品要好吃又有
营养，标准标识要能规范市场、

有公信力，要让企业愿意生产，
消费者愿意买。”谭斌说。

事实上，我国一直积极推进
全谷物产业的发展，2012年初发
布了《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国家粮食局局
长任正晓在2016年全国粮食加
工流通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
推进绿色全谷物口粮工程，催生
新消费，培育新需求。此外，我
国首个全谷物标准已于2015年
发布实施，发芽糙米国家标准也
正在制定。2015年，国家公众营
养改善项目办公室启动了“中国
全谷物行动”。全谷物成为《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重要亮
点，列入国家粮食局2016年粮食
行业关键急需重大科研项目。
发展全谷物产业不仅涉及国民
健康，还涉及民族竞争力、医疗
支出、粮食安全等问题。

专家提出，发展全谷物产
业，首先要引导消费者生活理念
转变。其次，要发展全谷物产业
链，包括生产流通要有适应全谷
物产业发展需求的绿色全谷物

原料种植生产，同时要研发全谷
物加工关键装备，加快全谷物加
工共性技术的研发，构建全谷物
标准体系。再次，要针对我国慢
性疾病和主食消费习惯，建立符
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全谷物与慢
性疾病关系数据库，借鉴发达国

家的成功经验与实践，多通道开
展全谷物科普。最后，还要通过
组建全谷物产业联盟的形式，集
聚政府、媒体、社团，组织企业
界、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的力
量，以公益平台的形式，推动全
谷物产业发展。 （中经网）

近日从科技部获悉，为
推动我国食品科技创新和产
业化发展，科技部日前发布
了《“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
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到2020
年，我国食品科技的自主创
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显著
提高，科技对食品产业发展
的贡献率超过60%。依靠科
技进步，实现规模以上食品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5万
亿元，预期年均增长7%左右。

《规划》透露，2015年我
国食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效益持续增长，投资规模进
一步扩大。规模以上食品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11.3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
了 87.3%，年均增长 13.4%。
食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占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的 10.3%，利 润 总 额 占
12.6%，上缴税金占 19.3%。
食品工业与农林牧渔业的总
产值之比达1.11：1。食品产
业不仅大量转化了大宗农产
品，也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
入和农业效益。

不过，《规划》也指出，当
前我国食品科技研发投入强
度不足，与世界第一食品制
造大国的地位尚不匹配。食
品科学基础性研究相对薄
弱，产业核心技术与装备尚

处于“跟跑”和“并跑”阶段。
面对食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新需求，企业自主研
发和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产
品低值化和同质化问题严
重，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

为此，《规划》明确，到
2020年，我国食品科技的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
显著提高，食品生物工程、食
品绿色制造、食品安全保障
等领域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
列，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重大成果，科技对食
品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
60%。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规
模以上食品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突破15万亿元，预期年均
增长7%左右，工业食品的消
费比重全面提升，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国家竞争力的知名
品牌、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
推动食品产业从注重数量增
长向提质增效全面转变。

《规划》还提出，“十三
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是，针对
我国食品科技创新发展所面
临的新挑战和新需求，全面
统筹规划，整体部署实施。
重点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
业，提升食品产业竞争力；优
化食品科技创新平台布局，
培养食品科技人才，提升食
品科技创新能力等等。

（中国网）

本报讯 记者彭东海 近年
来，政府对老字号品牌建设的重
视程度逐步提高，老字号企业该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成了行
业关注的话题。日前，在2017北
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针对
老字号未来的发展问题，以“坚守
特色 传承经典”为主题，由北京
市商务委主办的老字号餐饮传承
发展论坛开幕。

在论坛圆桌会议环节，北京
华天饮食集团总经理贾飞跃指
出，提到北京的老字号餐饮，很多
人立即会想到鸿宾楼、烤肉季、烤
肉宛、砂锅居、峨嵋酒家、同和居、

同春园、又一顺、曲园酒楼、柳泉居
饭庄、护国寺小吃、庆丰包子铺等
这些老字号，其实这些老字号全都
隶属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华天这
些年来一直坚持从使命出发做事
情，秉持着不能让老字号在这代人
手里丢掉的精神做事情。

华天集团是如何把这么多老
字号都归置好，重新焕发青春？
对此，贾飞跃表示，这些年来，华
天集团的管理核心有两个，一个
是传承，一个是创新。统一理念
和想法，从使命和精神出发做一
些事情。华天集团的历史使命就
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餐饮文

化，服务社会，让居民餐饮生活更
方便、更健康、更快乐。

贾飞跃最后说到，“我们做的
不仅是餐饮，更多的是文化的事
情，这是有历史责任的，我们常说
的一句话，不能让老字号在我们手
里丢掉，这是每个华天人的历史责
任，我们常说保住北京魂儿，留住
北京味儿，这是餐饮老字号人的使
命，这样我们走得才更有耐力。”

据了解，华天集团是老字号
比较集中的餐饮企业，集团有商
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21家，北
京老字号有23家，还有一个中国
驰名商标和8个北京市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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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动态

本报讯 崔岚 近日，东来顺
集团与10家老字号企业共同亮相
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由北京市区两级商务委及市区协
会合力打造的“记忆 传承”展位，
以老北京四合院风格成为整个展
区的亮点。东来顺集团通过图片
展、视频宣传片、触摸屏、论坛、宴
席展、小吃展卖等六种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东来顺美食特色
及文化底蕴。

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商务委
主办的题为“坚守特色 传承经

典”老字号餐饮传承发展论坛
上，东来顺展示了非遗传统涮
肉席面吸引众多与会者参观。
东来顺非遗传承人陈立新代表
集团，针对“工业化发展迅速，
工匠精神应如何传承”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他表示，工匠精神是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可以用工
匠精神把企业优势扩大化。面
对传承人的问题，他认为他们这
一代是品牌的受益者，因为是几
代匠人精神的结晶，铸造了他们
的技艺。所以现在他们手中的

技艺正在往下传。一方面传承
涮羊肉加工制作技艺，让大家都
掌握熟练的制作过程，另一方
面，更主要的是传承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叫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心无旁骛、执着坚守。

论坛上，大家共同交流了
老字号餐饮文化，探讨老字号
餐饮固本传承、创新发展的现
实路径，其中还有来自国外知
名餐饮企业的代表，分享了从
国际视角该如何发展餐饮品
牌。

北京华天饮食传承发展餐饮老字号

东来顺亮相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十三五”规模以上食品企业
主营收入将破 1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