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汉中 油菜耐盐碱
能力很强，因此盐碱地扩种潜力
巨大。研究表明，油菜以1.6%的
盐（NaCl）处理，群体苗期干重为
对照的97.3%，根干重比对照增
加9.6%，说明油菜苗期具有极强
耐盐性。而海水稻耐盐浓度为
0.6%左右，大豆等作物耐盐浓度
一般低于1.3%。我国目前有尚
未利用和新形成的盐碱荒地1.53
亿亩左右，分布在东北、西北和
华北等五大区域。这些区域与
春油菜和冬油菜的适宜种植区
气候条件一致。

油菜单位面积产油量具有翻
番增长的潜力。目前全国油菜平
均单产138.5公斤/亩，平均含油
量43%，平均产油量（单产与含油
量的乘积）59.6公斤/亩。我国已
成功培育出高产高油多抗油菜新
品种“中油杂 501”，该品种在
2019—2021年度长江下游区油菜
新品种联合试验中，单产213.11
公斤/亩，含油量50.38%，产油量
107.35公斤/亩，比大面积种植的
对照品种增加26.92%，且优质多
抗。研究表明，油菜有很多品种
在超高密度（5万株/亩）种植时其
单产可比常规密度（2.5万株/亩）
提高10%至13%。因此，如果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利用冬闲田和盐
碱地扩种油菜1.5亿亩，发掘油菜
产业绿色革命潜力，单位面积产

油量翻一番，则国产菜籽油产量
潜力可达3000万吨，再加上花
生、大豆等其他油料，有望实现食
用油基本自给。

然而，受传统观念束缚，目前
我国油菜科研和生产没有受到足
够重视，对其保障国家食用油供
给安全的潜力和战略意义认识不
足，支持措施不够。迫切需要转
变观念，树立大豆、油菜等油料都
是食用油和饲用蛋白原料且可以
互相替换的科学观念，高度重视
油菜科研和产业发展。

一是加大油菜产业科技攻
关力度。建议将油菜纳入国家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
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专项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项目
并尽快实施。重点突破耐密高
产高油多抗新品种、冬闲田与
盐碱地油菜绿色高效种植技
术、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和装备、油菜
籽 产 地 干 燥
高 效 加 工 技
术 等 关 键 核
心技术。

二是布局
油 菜 重 大 科
技 创 新 平
台。围绕产业需求
和核心技术攻关任务，
布局油料作物生物育

种与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
室、国家油脂生物合成重大科
学研究设施等国家级重大科技
创新平台，为油菜等油料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前瞻
性、关键性的理论、技术和创新
平台支撑。

三是强化优质菜籽油营养
知识的科学普及。经过我国4代
科学家接续奋斗，菜籽油已经由
上世纪80年代的低档油蝶变为
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大宗食用
油。目前我国油菜已基本实现
双低优质化，低芥酸菜油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最高，达93%，油酸、
亚油酸、亚麻酸含量分别为63%、
20%和10%左右，是脂肪酸组成
最为合 理的大宗食用油。

建议加大科普
力度，引导百
姓增加国产菜
籽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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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鹏 近日，中国
茶产业联盟举行第五次理事
会，研判“碳达峰、碳中和”背
景下推动中国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现路径。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在
农业农村部指导下，中国茶
产业联盟着力推动产业科技
创新、绿色生产、产品升级和
品牌提升等，有力推动了我
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综合
竞争力提升。

会议重点介绍了创设
生态低碳茶认证情况，强调
要抢抓碳中和、碳达峰战略
机遇，对标对表先进、低碳
标准，积极推动茶产业链全
链条绿色化转型，弘扬茶文
化、做优茶产业、提升茶科
技，进一步提高中国茶产业
现代化水平。“生态低碳茶”
也是有机茶、绿色食品茶之
外茶叶认证体系中的又一
重要内容，除对产地、管理
等有较高要求外，还提出了
“固碳”“减排”等一系列目

标，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切实
践行“双碳”战略的农产品
大类。

中国茶产业联盟理事
长，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颜泽文表示，联盟将继
续秉持“信息互通、科技创
新、健康市场、共同发展”
宗旨，下一步重点围绕提
升茶叶质量、提高产业科
技水平、推动数字经济赋
能、发挥茶文化载体功能、
规范茶叶市场秩序、强化
联盟自身建设六方面开展
工作。

据了解，中国茶产业联
盟由农业农村部牵头，中茶、
川茶、中科院茶叶所等国内
大型茶企、涉茶科研单位及
社会团体自愿联合组成的非
营利性社会组织，旨在共推
标准实施、品牌创建、市场拓
展，开展交流合作，加快技术
进步，弘扬茶文化，带动茶农
增收。

抢抓“双碳”机遇
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

□ 王建

大豆，古人称之为“菽”，
五谷之一。作为重要的粮油
兼用作物，大豆具有高营养
价值、用途广泛的特点。种
豆，不止得豆。可以说，一颗
大豆，牵动着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提升大豆产能事关群众
营养健康。大豆是人类植物
蛋白和脂肪的主要来源，豆
油是重要食用油，豆腐是传
统佳肴……我国是大豆原产
地，种植和消费历史悠久。

如今，大豆除了制作豆
制品等健康食品，还用作饲
料。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提高，对肉蛋奶的品质
提出更高要求，豆饼、豆粕等
优质蛋白饲料在养殖业中的
需求越来越大，大豆作为饲
料的用途也越来越重要。

此外，大豆的产业加工
链也在不断延长。大豆可以
作为人造纤维、塑料、脂肪
酸、医药工业等方面的重要
原料，在食品工业中可用于
人造黄油、奶油等。可以说，
大豆是宝贵的农业资源。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
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提升
大豆产能有利于降低对外
依存度，提高自给率，十分
必要。近些年来，我国大豆
进口量总体呈逐年增加趋
势，2020年超过 1亿吨，豆
粕饲用需求是拉动大豆进

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
续，气象灾害、地区冲突等
因素加大粮食市场的不确
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必须落实好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的“大力实施
大 豆 和 油 料 产 能 提 升 工
程”，将粮食安全主动权牢
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提升大豆产能，要千方
百计扩种大豆。稳粮扩豆，
不能顾此失彼。要保证粮
食的稳产，同时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来扩种大豆。比如
说东北地区大豆和玉米的
轮作，西南和西北地区大豆
和别的作物间作。另外，还
可以充分挖掘盐碱地种植
大豆的潜力。

提升大豆产能，要坚持
扩面积、提单产双轮驱动。
大豆单产低一直是制约我
国大豆产能提升的重要因
素。我国大豆的单产仅为
美国的60%左右。尽管我国
加大大豆育种投入力度，大
豆种业快速发展，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

提高大豆单产，要继续
坚持大豆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加强种业基础性和前沿
性研究，提升竞争力；要针对
不同生态区生产实际，加大
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力度；要
健全大豆良种繁育技术体
系，提高大豆新品种筛选鉴
定能力等。

种豆不止得豆：
体会一颗大豆的重量广种油菜籽 充实“油瓶子”

本报讯 陈斯 当乌梅与小番
茄、草莓组成当红CP，西瓜、哈密
瓜、甜瓜也开起了“瓜瓜派对”。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营
养意识与营养供给能力都有所提
高，居民膳食质量提高，蔬果摄入
量逐年上涨。水果成为大众饮食
日常，水果的食用方式也逐渐多
样化，水果及果切正在悄然成为
日常健康零食的首选。

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
逐渐富足，开始更加注重膳食健
康，重新回归对天然的营养素的
重视，水果消费产生了全新的需
求和多元的变化，水果行业也成
为了消费升级推动高速增长的
行业之一。

新晋水果网红店中，现切水
果也配上了丰富的“酱汁”——甘
草乌梅汁、陈皮粉、酸梅粉，甚至
椒盐辣椒粉。比如陈皮粉配芭
乐，口感爽脆；番茄乌梅蘸甘草乌

梅汁，酸甜的味道更加浓郁。而
水果捞除了配酸奶，果冻、椰子冻
也成为了新鲜选项，丰富配料让
水果的口感更加丰富。

如今，水果消费升级已经开
始推动整个行业的变革，水果逐
渐从主食补充转变为一种休闲
零食。而水果的零食化，不仅使
水果产品形态、水果食用场景变
得更加丰富，也带来了水果消费
频次的提高，以及水果消费品类
的多元化。

过去水果更多在茶余饭后
作为营养补充，如今不少消费者
在下午茶、休闲娱乐、工作学习
等场景食用水果，而且水果的消
费形态也不仅仅限于单一整果，
果切、果捞等产品也更受欢迎。
除此之外，蓝莓、车厘子、牛油果
等各类小众、精品化的水果正在
被越来越多消费者所喜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消费者

对水果的营养成分、产地、品种、
渠道甚至价格有了更高的要
求。根据艾瑞咨询研究统计，有
过半消费者会通过选择更高价
的水果来保障水果高品质。

水果本身自带一定的娱乐
属性，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情绪
价值，也是新生活主张、精致生
活的一种投射。不少消费者会
在朋友圈中分享水果相关照
片，蓝莓紫、牛油果绿、车厘子
红等也成为时尚标签，这也意
味着水果开始具有社交符号的
属性。

水果带来的情绪价值，也
让人们在味道之外有了更多诸
如品质、营养价值等考量，甚至
对果形、果色、果径等方面有了
更高要求。并且，随着社交媒
体分享价值的放大，一些颜值
高、话题多的水果也成为了“网
红产品”。

配酱汁组CP水果悄然“零食化”

油脂是人类三大主要营养素之一，保障老百姓“油瓶子”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健康。
保障我国食用油供给安全的关键在油菜。油菜主要利用冬闲田生产，不与粮食作物争地，可以促

进粮油兼丰。我国油菜常年种植面积约1亿亩，菜籽油占国产油料作物产油量50%以上，主产区长江
流域和南方地区主要以冬闲田种植油菜，不与水稻争地，实行稻油轮作还有养地功能，长期研究表明，
冬季种植油菜后可提高后茬水稻单产10%左右。大豆等其他主要油料作物都是夏季作物，与主要粮
食作物存在用地矛盾，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维护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下，其种植面积扩张潜力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