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提升行业科技水平，鼓
励创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在第十九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
期间延续往届的成功经验，8月
8日，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
织有关专家对2018-2019年度
方便食品行业机械设备创新产
品进行了评审。

近年来，我国方便食品行
业的快速发展，对相关配套
机 械 设 备 的 创 新 也 提 出 了
非常高的要求，专家指出，今
年参加评审的机械设备在创
新方面下足了功夫，符合食品
加工装备制造自动化、智能化
和降能环保的发展方向，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应用前景
广阔。

趋势一：学科交叉、跨
界集成融合渐成气候

与会专家指出，今年创新
产品中由山东江泷机械有限公
司研发的“1500型挂面生产线
设备”属于挂面设备整条生产
线的集成创新，由机械设备生

产企业、科研机构、挂面企业等
多家机构，通过学科交叉、跨界
集成融合创新的挂面自动化生
产设备。

据了解，该设备和面加水
量可自动监测，压延轴辊温度
自动控制，面絮含水量均匀，面
带厚度可实时调整；上架、下架
运行平稳、每分钟可达22杆；
在挂面干燥中创新应用了热
泵，回收热能36%，大大节约了
能源，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优
势；设备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趋势二：增效、降耗成
为今年主要创新趋势

为了满足下游用户和消费
者快节奏的需求变化提出了巨
大挑战。今年的部分产品，更加
注重对原有设备的技术革新，增
效、降耗、自动化成了创新的关
键词。

如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双列自动充填包装机在
原来单列自动充填包装机基本

结构的基础上通过集成技术创
新，解决了一卷膜双列同时制袋
和同步色标跟踪，实现了双列智
能变袋包装。

与会专家认为，该设备提
高了单位面积产能，且能耗、管
理、维护成本降低约50%，与单
列自动充填包装机相比，具有
明显优势。

再如北京大森包装机械有
限公司开发的手提式礼品盒装
箱机，属于集成创新，该设备显
著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人工成
本约 30%左右，生产效率可提
高75%。

另外，与1500型挂面生产
线设备配套的青岛海科佳智能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双层智能
切断机，可实现双层同时切面
和单层独立切面，最大切断面
宽度1500mm，切后端面齐整、
无碎面，能自动清除杆上余面，
同时实现面杆的自动回车，防
止人体接触造成的二次污染，
操作简便，一键式启动，保养维
护不停机，生产效率可提高
30%以上。

创新趋势三：米粉行业
自动化装备有了新突破

米粉行业自动化机械装备
的应用以前几乎为零，这一历史
在今年的评审会上被打破了。由
圣昌达机械（天津）有限公司今年
5月开发成功的熟浆粉面生产
线，以及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开发的全封闭智能米粉干燥
系统为实现米粉这一传统食品未
来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熟浆粉面生产线通过制浆、
挤压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设计
制造的的熟浆粉面生产线，适合
生产方便面、挂面、粉丝等多种
产品；原料适用范围广，小麦、大
米等均可；同时具备湿法和干法
生产的优点，可生产直条、鸟巢
形等产品，食用时可煮、可泡，且
口感好。

全封闭智能米粉干燥系统
配合现代化米粉干燥工艺，通过
多种技术集成创新，使米粉在经
过多个相对独立且密闭的干燥
室后，实现对其干燥脱水。各干

燥室室内温湿度均一、稳定；其
温度误差≤?1℃，湿度误差≤
?5%，系统节能15%以上，产品
合格率提高1%～2%，具有广泛
的推广前景。

创新趋势四：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加强

与会专家指出，今年的机械
设备创新更突出表现在自主创
新能力得到了加强，增加原始创
新技术和自主核心技术的应用。

如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的高速仿生揉面机
获得了6项国家专利。该备通
过仿手工揉面、垂直交叉式折叠
压延等技术的集成创新，完成馒
头工业生产的压面、揉面工作，
实现自由设定面片压延次数，使
面片质地更细腻，增加面片白
度，面筋网络与淀粉颗粒结合更
紧密，面片结构均匀稳定；输出
面带宽度一致，厚度均匀，无需
二次整理直接供下道工序使用，
生产效率可提高50%。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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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食品司委托中国营养学
会组织开发中国居民减盐
核心信息，并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官网正式发布“中
国居民减盐核心信息十
条”（以下简称“十条”）。

“十条”指出，高盐
（钠）饮食可导致高血压、
脑卒中、胃癌、骨质疏松等
多种疾病，大约50%的高血
压和33%的脑卒中是高盐
饮食导致的。

“目前我国居民食盐
平均摄入量为10.5克，全
球每年300万人因高盐饮
食死亡。”“十条”中指出，
减少食盐摄入是最简单有
效的预防方法。

“十条”建议，健康成
人应养成每天食盐不超过
6克（1克盐约等于400毫
克钠）的习惯。烹调时多
用新鲜食材，天然食物也
含盐，少放盐和其他调味
品，少吃腌制食品。膳食
要多样，巧妙搭配多种滋
味，可以减少盐用量。

在外餐点菜时，主动
要求少盐，优选原味蒸煮
等低盐菜品，饮食不过
量。购买加工食品，先看
营养标签，少选高钠食品。

“十条”还指出，儿童
用盐量比成人更少，要精
心设计食谱，多种味道搭
配减少用盐，选择低盐零
食。“合理膳食，吃动平
衡，多饮水，兴健康饮食
新食尚。”

小吃，已不仅是一个地方的特色符
号，在中国全域旅游推而广之的大背景
下，品牌小吃作为地方名片带来流量，
对地方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
发展特色小吃，有着本小利大的效益。

中国“小吃经济”遍地开花

1997年，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政府提
出“小吃大产业”口号，鼓励剩余劳动力
走出去经营小吃。沙县小吃以“一元进
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的定位填补低
消费空白，闯出一条致富路。当前，沙
县小吃从业人员超6万人，门店2万家以
上，年营业额达100亿元，当地农民收入
的60%以上来自沙县小吃业。

再以广西省柳州市为例，明确提出
“用工业的理念谋划推进柳州螺蛳粉产
业升级发展”，一碗螺蛳粉，从7.5元做到
年产值30亿元，并通过打造螺蛳粉特色
小镇，将其创造成国家4A级景区，带动
一方经济。

“小吃经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民增收主渠道的模式，迅速启发了

“先试先行”的浙江。“5年前，浙江丽水
的缙云县设立了‘缙云烧饼’品牌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委书记任‘超级推
销员’，这是一次政府主导、以缙云烧饼
品牌建设为抓手的尝试，这次尝试是成
功的，短短5年，缙云烧饼的营业额从
2014年不到2亿元到了2018年超18亿
元。”浙江省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
副主任王慧智如是说。

政府“点睛”沸腾浙江“小吃经济”

小烧饼卖到全球各地，成为年营业
额达18亿元的“国际化”产业；户外游引
来八方客，带动乡村旅游全面发力；7000
名农村青年“征战”电子商务，闯出75.5
亿元的网络市场……

缙云烧饼的成功，沸腾了浙江的
“小吃经济”。随之，浙江的开化、嵊
州、新昌在2016年、2017年相继启动小
吃富民产业，开化县出台《开化县关于
推进开化气糕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嵊
州市启动“大嵊归来”中国统标工程，
新昌县成立了新昌炒年糕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
大力推进新昌炒年糕产业发展……浙
江多地小吃业发展进入有组织机构、
有扶持资金、有工作规划的快速发展
阶段。

“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新
昌炒年糕这样传承千年而不衰的地方
特色美食，更希望新昌人能通过外出创
业来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为此，我
们开展‘一条龙’服务，免费技术培训、
装修经营帮扶、上门服务指导，定期回
炉提升……”新昌县特色小吃发展中心
主任丁锦霞告诉记者，为了鼓励更多新
昌人外出创业，新昌每年拿出500万元
鼓励老百姓开设门店，凡是新昌炒年糕
师傅自主创业或创办餐饮公司的，根据
开设地点和规模分别给予每家门店3万
元至10万元补助。

“小吃经济”助推中国振兴乡村

“我们观察到，‘小吃经济’的发展
确实有着本小利大的效益，顺应国家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2018年年末，浙江发布《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家传
统特色小吃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可
以说，在全国范围内，以省级层面正式
抓小吃产业发展的，浙江是第一个。”王
慧智表示。

据《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显示，到
2020年底，浙江将重点挖掘、培育、提升
100个代表性农家特色小吃；培育农家
特色小吃产业生产经营主体5万个、从
业人员50万人，年销售额突破500亿元。

可见，中国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注意
到“小吃经济”在现代城市品牌建设、现
代农村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小吃，
既是建设窗口，也是交往纽带。在各地

“小吃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一个好的
外部环境是迫切的，这还需要政府的大
力扶持和帮助。

一个烧饼，能带动一方致富；一碗
年糕，能炒出亿元“金饭碗”，讲好小吃
故事，做活“小吃经济”，不仅能在经典
配方、生产工艺、制作方式的整理和传
承中弘扬传统文化，各地政府通过培育
现代主体、推进产业联动，更让其成为
一股中国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网）

“小吃经济”遍地开花
多地政府构筑富民“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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