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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丰表示，保障“食物安全”的提出，
涵盖的范围更宽，涉及环节更多，保障链条
更长。也就是说，推进“全产业链”战略，要
强化从农产品原料到终端消费品各环节建
设，持续增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宏观
调控的能力。既要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又要保障大豆、
肉类、糖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安全；既要
保障原粮和大宗产品原料供给，保障米、
面、油等成品粮油和制成品的稳定供应，又
要统筹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应安全。

首农食品集团重组以来，牢牢把握自
身职能定位，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职责担当，重点提升首都粮油食品
供应服务保障能力。比如在国内资源禀赋
富集地区、大型销区、扶贫攻坚对口帮扶地
区，布局一批种植、养殖基地和农副产品、
食品加工产业园区，形成从田间到餐桌，遍
布东北、华北、华南、西北等全国近30个省
市的产业布局。

在种业环节，首农食品集团在北京、天
津、河北、辽宁、河南、山东、湖北、江苏、云
南、新疆等地建立蛋种鸡、种鸭育种基地；
在华北地区重点建设种牛培育养殖基地；
与吉纳斯合作建设PIC种猪繁育基地，在
北京、黑龙江、贵州、广西、湖南、甘肃等地
进行全国布局，第一批PIC品系曾祖代种
猪已经入驻贵州、京郊，PIC祖代种猪的引

进，创制高效、健康新品种种猪品系。
在种植环节，除黑龙江双河农场和天

津清河农场以外，还积极拓展外埠联营标
准化订单农业种植基地，在全国建设运营
粮食、水果、蔬菜基地117个，其中蔬菜种植
面积近7.5万亩。

在养殖环节，在全国建设肉牛、奶牛、
生猪、肉鸡、蛋鸡、樱桃谷鸭等养殖基地127
个。其中，奶牛存栏8.8万头，年产优质生
鲜乳近49万吨；肉鸡、蛋鸡、北京鸭等祖
代和父母代存栏400多万套；黑龙江100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已经投入运营，保障北
京畜禽产品稳定供给。

在加工环节，打造三元食品、生物科
技、古船米面油、大红门肉类、华都食品、
金星鸭业，以及六必居、月盛斋、王致和、
白玉豆腐等一批首都粮油食品及品牌食
品加工基地，布局双河百万头生猪养殖基
地、黑龙江绥化和山东菏泽玉米深加工基
地等一批外埠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产业园
区。加大海外并购力度，收购加拿大百年
高端有机奶生产企业克劳利公司、法国健
康食品品牌企业圣休伯特，在新西兰建设
艾莱发喜公司第一家海外工厂。目前，集
团生猪屠宰、玉米深加工、乳业、调味品、
休闲食品等产业加工能力均位居全国前
列，粮油加工产能达到800万吨，形成较为
完备的食品加工体系。 （下转13版）

强化食品全产业链 提升供应保障能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食物安全”，如何理解？首农食品集团在构建
食品全产业链方面如何提升供应保障能力？保障食品安全的统一标准是什么？

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首农食品集团拥有双河
农场40余万亩耕地资源。在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抓好粮食
安全生产，推动农业向更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首农食品集团
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农食品集团全面保障食物安全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维护首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食物安全，一直是首农食品集团坚守的职责和发展的
目标，时刻肩负着“首都食品供应服务保障重要载体，首都食品安全行业表率，首都食品产业发展核心主体”的重要责任。

首农食品集团集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于一体，已建成贯穿育种、种植养殖、产品加工、贸易流通、终端销售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涵盖乳业、粮食、油脂、肉类和水产品、糖酒和副食调味品等品类，拥有一系列深受消费者青睐的中华老字号和知名品牌。目前，集团持有
13个中华老字号、20个北京老字号、15个中国驰名商标、24个北京著名商标，被首都群众亲切地称为“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肉案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站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统筹大食物安全观的高度，首农食品集团多措并举、全方位践行粮食安全战略，
保障食物安全供给。

（首农食品集团供图）

必须坚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必须坚持贯彻“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粮食安全战略，在确保首都粮食安全的
同时，努力构建首都食品安全保障体
系，在“大食物观”上进行积极的探索和
实践，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在首都食品供
应保障服务中主渠道、主载体、主力军
作用，履行首都国企的责任与担当。

王国丰
首农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以联合重组为发展契机 奋楫笃行“大食物观”

王国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
力。要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首农食品集团重组以来，依
托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双
河农场40余万亩优质耕地资源，
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小麦三大品
种，特别是2022年落实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大豆扩种一倍以
上，打造北京市农业生产基地和
重要商品粮应急保障基地。另
外，在北京市政府主导下，集团已
全面接管天津清河农场5.6万亩
土地，启动农场总体规划，主要用
于粮食生产，提高北京粮食自给
率。种植方面，进一步调整布局，
优化结构，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
系建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大力发展
数字农业，全面抓好粮食安全生
产，推动农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提高农田产量。集团在全面
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同
时，对水田和旱田分别制定了配
套的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规程，并
加以推广。

改善作物品质。集团加强优
质作物品种的引进、试验和示范
及推广，充分发挥农场农作物品
种试验示范基地的引领和辐射作
用，不断拓宽改善作物品质的方
法和途径。

提升经济效益。开展集中设
施育秧和无人插秧机的应用、提
升水田整平地水平、不断提高育
秧质量和插秧质量，降低育秧和
插秧的用工成本。

落实耕地保护。一方面实施
农场适度规模经营耕地保护补贴
政策；另一方面加大旱田深松、减
肥减药、畜禽粪便处理应用、有机
生物菌肥施用等技术推广的规
模、力度和水平，并对实施效果进
行长年定点监测。

提升科学储粮。持续加大仓
储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推广应用
机械通风、惰性粉防护、空调及内
环流控温、环流熏蒸、“双低”密闭
储藏等新技术；推进智能化粮库
建设，将智能传感、通信、计算机、
射频识别、自动控制和专家决策
等技术手段应用于储粮管理，基
本实现了粮油仓储业务的自动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