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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实现产业兴农富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现代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做好”。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特色农业如火如荼。

当前，我国每年食用油消费量
近4000万吨，国内食用油料仅能满
足三分之一，供需矛盾突出。全国
人大代表，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于旭波近日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作为我国最主要食
用油、饲料原料的大豆，近年来每
年进口量都在国产大豆年产量的5
倍以上，导致我国食用油料对国外
的依存度过高，已达70%。对此，
于旭波代表建议加快油莎豆这一
集粮、油、牧、饲为一体的综合利用
价值高、开发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作
物的规模化生产，以减少我国食用
油、饲料原料对外依赖。

据于旭波代表介绍，油莎豆
（虎坚果）在我国已有近50年的生
产实践，被证明是能缓解我国食
用油料短缺，改变食用油料过分
依赖进口的局面，最为现实可行
的油饲兼用型作物。油莎豆规模
化生产既是确保我国未来主粮耕
地，解决食用油料的长远战略举

措，也能成为兴农、富农与生态发
展的优势产业，有效提高农业产
业链整体价值。

“油莎豆平均含油25%以上，
亩产油约120公斤，是大豆的4倍，
油菜的2倍，且油脂品质近似于山
茶油、橄榄油。按照亩产120公斤
油算，规模化种植达到8000万亩即
可产出960万吨高品质食用油，相
当于进口4000万吨大豆。”于旭波
代表介绍，油莎豆可提取健康食用
油，保障油料安全自给；可作为优
质饲料原料，助力养殖生产安全自
给；可替代部分酿酒原粮用于白酒
生产。同时，油莎豆还可用于代用
主粮、健康功能性食品；制糖、食品
原料；生物肥料、生物燃料、沼气原
料等广泛用途。

于旭波代表还提出，加快油莎
豆产业开发，在乡村振兴与农民增
收环节还将发挥显著作用。于旭波
代表举例道：“1000公斤油莎豆直
接收益约为6500元，而综合加工后
收益约34250元以上，直接价值增
值5.3倍。”配套油莎豆精深加工的
各项产业开发，是形成围绕新城镇
建设、美丽乡村为核心，直接扩大区
域特色农业经济规模、大幅提升农
产价值的有效产业化途径，为我国
取得消除绝对贫困胜利后的新农村
经济提供长效的致富产业支撑，具
有广阔的产业兴农价值空间。

在提高边际沙化土地资源价
值方面，于旭波代表表示，油莎豆
生长期短，适应性强，节水、节肥、
节药且不与主粮争地，土地产出价
值高，能有效提高边际沙化土地的
资源价值。我国边际性沙化地适
宜种植油莎豆的超过4亿亩，因

此，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油莎豆对
于我国土壤沙化贫瘠地区农业经
济，以及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发展意义重大。

为加快油莎豆产业高效、健
康、可持续发展，于旭波代表建议，
希望推动国家对该产业的政策扶
持，推进我国新型油饲作物油莎豆
规模化生产，以带动多产融合的产
业兴农富民，形成我国可主导的安
全油饲产业经济，进而保障我国油
饲自给的基本安全。具体而言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议加大油莎豆宣传推
广。通过加大宣传推广，提高油
莎豆的知名度和相关公众对其的
认知水平，为大规模推广油莎豆、
拓宽油莎豆市场规模做好准备。

二是建议出台实施油莎豆种
植扶持政策。建议农业农村部、科
技部等相关部门进一步重视，一方
面加大围绕油莎豆种植、培育、产
品研发和深加工等产业的产、学、
研投入，鼓励此技术领域的科研立
项，提高工艺水平和技术含量，降
低收获成本；另一方面，建立油莎
豆补贴品类科目，将油莎豆列入同
等油饲作物种植政策扶持范围，便
于国家与地方相关政策和补贴支
持产业基础发展。

三是建议出台油莎豆专用农
机扶持政策。通过政策补贴支持
引导大型农机科研单位和生产企
业加大油莎豆专用机械的研发和
制造。对于购买机械的单位和个
人发放农机补贴，鼓励设备租赁等
油莎豆产业配套服务，支持产业配
套的基础发展。

（本报两会记者：李涛郭敏）

全国政协委员、西昌学院院长
贺盛瑜就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建
议，要整合电商平台企业资源，构
建“电商平台+新型农业主体+消费
者”扶贫模式，由新型农业主体带
动贫困户发展。以“以购代捐”产
业扶持政策为基础，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进行推广和销售。建设物流
配送和集散中心，建设县、乡、村三
级服务中心，建设物流信息平台。
重点从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
务工返乡青年等人群中培养培训
农村电商物流产业后备人才，为他
们提供电商创业、就业孵化培育指
导服务。

在农产品精细加工方面，贺盛
瑜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精
品粮油生产，推进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研究与产品开发，拓展农
业产业链，构建特色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优质品种库、优质农作物
生产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特
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园区（含冷
链物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体系
建设等。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
卢庆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
支持植物提取产业加快发展。

卢庆国代表表示，植物提取行业
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快
速发展，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成
为了国际上植物提取产品主要供应
国，且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卢庆国代表认为，随着社会进步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天然
健康产品的需求增加及植物提取行业
的技术进步，会有越来越多植物有效
成分被发现并通过加工得到应用，植
物提取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
大，有希望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推动我国成为全球“大健康”的原料和
产品制造强国。

“建议整合农业、科技、发改、工
信、市场监管、海关、商务等部门的
资源，从国家层面出台支持植物提
取行业健康发展的专题规划，形成
系统支持产业发展的合力，促进植
物提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卢庆国
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
董事长卢庆国：

支持植物提取产业
加快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于旭波：

建议规模化生产油莎豆作为战略油料
全国政协委员、西昌学院
院长贺盛瑜：

大力推动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
“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已经

成为农产品跨地域、大流通、反季
节的现实需要，也是产地农产品流
通的‘蓄水池’和‘新渠道’。”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
联会会长唐俊杰建议，大力推动
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
及运营。

唐俊杰委员说，目前我国农产
品产地商品化处理方面仍存在一
些问题，包括产地商品化处理设施
薄弱散乱、运营主体实力弱等困
难，我国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运营主
体多是个体农产品经纪人或经纪
公司，部分地区是村镇级供销社，

大多实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设施
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操作专
业性强的客观要求。比如大部分
生产者采用土建冷库配套多个冷
风机快速制冷的方式代替实现预
冷功能，效果与专业预冷设施差距
明显。

唐俊杰委员建议，大力推动农
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及
运营。应把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
理设施建设与产业优势相衔接，
聚焦生鲜农产品优势集中产区，
或重要区域性集散地，选择产业
发展基础好、产品特色优势强、设
施需求强烈的镇乡村集中建设，

依托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骨干
经销商，利用产地现有设施改造
或就近新建产后预冷、贮藏保鲜、
分级包装等基础设施，开展农产
品商品化处理业务，让生鲜农产
品产地仓储保鲜能力明显提升，
产后损失率显著下降，商品化处
理能力普遍提升，产品附加值大
幅增长。还应针对当前市场供需
缺口明显的品种、产销衔接明显不
畅的地区重点支持、试点示范，财
政资金优先支持基础性、公共性、
公益性短板设施项目，融通产销，
尽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地商品化
处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唐俊杰：

做强特色农产品
助推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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