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贡献率达到63%

“2020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营业
收入超过23.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
1.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7.5%。当前科技对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的贡献率已达到63%。”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
介绍说。

农产品加工横跨农业、工业和服
务业三大领域，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柱
性产业。通过973计划、863计划、
行业科研专项、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实施。在
生鲜农产品动态保鲜与冷链物流、产
地初加工、小麦制粉、低温榨油、冷
却肉加工、传统食品工业化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制粉、榨油、
榨汁、畜禽屠宰分割等关键核心装备
实现从依靠引进向自主制造转变，自
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当前，我国农
产品加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由
整体跟跑向“三跑”并存转变，科技
为农产品加工业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王凤忠介绍说，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所质量安全团队、加工所真菌毒
素团队与国内优势科研团队协同创
新，首创3种黄曲霉毒素高灵敏现场
检测技术，开发出17种试剂盒和3种
检测仪器，破解了黄曲霉毒素现场检
测灵敏度低、假阳性率高的难题；合力
攻克了粮食收储运、干燥加工等环节
的关键技术，建立了全程绿色高效保
质减损技术体系，在中央储备粮库、
海关口岸、蒙牛乳业等主要领域单位
和湖北、山东、河南等22省市国家
粮油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中应用，提
高粮油质量安全水平，减少了污染损
失，使大宗粮食储运流通损耗不超过

5%，每年挽回总产量2%的粮食损失，
相当于约1亿人一年的口粮。

随着农产品加工与物流保鲜技术的
突破，以“安全、营养、美味”健康食
品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流通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新一代工
业革命技术在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制造、
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应用，催生了一批农
业观光、生态旅游、休闲娱乐、农事体
验、创意创业、科普基地、特色小镇、
民俗文化、乡风乡愁等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经济
和新格局。

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

“关键酶制剂和配料依赖进口，许
多农产品加工重要环节均涉及酶的应
用，当前，酶制剂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
地区，中国酶制剂市场正处于快速成长
阶段。”王凤忠介绍说，技术上来说，
国外垄断了主要的菌种专利，并且国外
基因工程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处于绝对
的领先地位，而国内技术还相对落后，
发展受制于人，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和
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严重供给不足。

“我国生鲜农产品减损保鲜与物流
技术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手工、
半机械化阶段，存在两大技术短板：缺
乏绿色精准的减损保鲜技术，现有技术
装备靶向性低、精准性差、绿色环保性
不高；缺乏智能化的冷链物流技术，现

有冷藏与物流技术设施设备信息化、智
能化程度低，在途监测不到位、控制不
精准，运行成本高。”

王凤忠介绍说，农产品经过加工之
后交易变成商品，才能增加更大的附加
值。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从初加工到
深加工、生鲜到熟制的梯次加工技术缺
乏，利用不足，深度不够，加工转化和
增值率低；中国当前农产品加工率约为
67.5%，尤其深加工技术普遍落后于发
达国家10-20年，各种高新加工技术
应用不普遍，严重制约产业发展。

“目前，在我国粮油、果蔬、畜禽、
水产品加工过程中，加工共产物富含蛋
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仍是
可增值的加工原料，但由于工艺落后、
装备简陋，新兴企业收集和储运成本
高，加工链条短、增值空间小等一系列
问题，近60%的共产物没有得到高值利
用，只能低值化处理，作为废物丢掉或
简单堆放，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压
力。”王凤忠表示，我国农产品加工装备
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一些领域加工装备
研发落后于技术工艺，国产关键设备性
能有待提升，不少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
或中试阶段未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精
准营养、智能制造等领域前瞻性不足。

多措并举推进农产品加工业
科技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坦说，在

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农科院
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明确提出强化现
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构建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等重
点任务。

“要重点做好加快构建全国一盘棋
的协同创新体系。”孙坦认为，要以国
家农产品加工研发体系、全国农产品加
工院所长论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
学科群等组织为抓手，围绕一村一品、
产业强镇、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农业农村部中心工作，团结兄弟单位
发挥区域优势、分工协作，有序推进联
盟、学会、协会等管理运行，搭建产业
一站式服务平台，构建独具特色、在国
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联合体，完善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创新
体系。

“加强基础性与基础原始创新。”孙
坦介绍说，针对我国农产品采收、贮
运、保鲜、加工、质量安全、营养健康
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开展农产品
食用品质、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安全
品质的“四维”品质评价、农产品采后
生理病理机理、贮运环境精准控制机
制、加工品质保持原理、加工过程组分
互作和品质调控机理、功能成分营养健
康机制等基础理论研究；建立起相对完
善的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与营养
基础理论体系，为我国农产品加工适宜
性评价、采收贮运、保鲜物流、加工技
术研发和装备研制、营养健康产品创
制、质量安全控制提供理论支撑。

“针对我国农产品采后损失重、加
工转化率低、核心加工装备依赖进口
等问题，重点突破农产品自动化采收
贮运、绿色保鲜、在线分级分选、产
地初加工、全组分梯次利用、传统工
艺再造、功能因子稳态化等农产品现
代化加工保障共性关键技术。”孙坦表
示，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自主研制
一批连续化、规模化、智能化“收贮
运加检”核心装备、专用装备和成套
装备，基本实现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
自动控制。

“全力推进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
孙坦认为，坚持“协同、升级”的原
则，联合国内优势科研机构共同筹建农
产品加工与贮运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积
极争取农产品产后减损重大科学设施支
持；以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学科群重
组工作为契机，完善学科群内区域性、
专业性、产业性重点实验室布局；牵头
构建全国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实验室体
系，以绩效考核推进开放共享。

农产品加工“卡脖子”技术仍待解
本报记者 高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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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甘薯茎叶低温干燥后制成的青
汁粉，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
烤红薯极速降温之后的冰红薯，可以
吃出冰淇淋的味道；用花粉加工成的
美食；马铃薯制成的糕点……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举行的“科技创新引领农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记
者感受到，科技创新正展开双翼，为
农产品加工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后疫情时代科技创新型企
业如何发展？全国政协委员，
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袁直呼
吁，加强校企合作，加强科技
成果转化。

袁直在调研中发现，不少科
技创新型企业的科研投入积极性
不强，原始创新能力较弱，企业
与高校院所互动意识差，对高校
院所的引领性原创研究成果的利

用能力不足，随着疫情的持续，全
球范围内的技术协作链条出现断
裂，一些企业原来依赖的上级技
术、设备供应商难以按时提供相关
产品，导致企业自身生产和服务能
力下降。

“建议鼓励企业加强科研投
入，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依托高校
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承接高校院所
的基础研究成果并加以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袁直：

企业与高校互动意愿待激发
本报记者 李宁馨 实习记者 魏天权

针对目前全国顶尖的高校和
科研院校的成果转化比例不高的
状况，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
省委会主委鲁修禄建议，要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的高校、科研院所
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产学研深
度融合，打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载体和平台，新成立一批产业链
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鲁修禄认为，利用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学科、专业、人才优

势，与政府、企业联动构建高层次
的合作互动关系，为要素在高校周
边区域的集聚、整合、运用创造条
件，形成一批创新资源集聚和科技
创新合作的示范基地。

鉴于高校往往位于城区之中，
周边用地空间紧张现状。鲁修禄建
议，加强孵化空间的主动供给，建
设“产业龙头＋主导产业链＋产业
创新中心＋产业资金＋产业服务平
台＋产业社区”六位一体的产城融
合发展创新集聚区，形成科研院校
与地区发展的联动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鲁修禄：

挖掘高校周边科创孵化潜力
本报记者 王菡娟

“广大农村地区是整个城市不可
或缺的生态屏障，是城市的‘氧吧’和

‘绿肺’，这是其他任何产业不能替代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曾
对金山提出建设“百里花园、百里果
园、百里菜园，成为上海的后花园”的
重要指示。作为上海的农业大区，金山
区积极推进农村发展，加快美丽乡村
建设。

有机源头：科学种植

走进上海市金山区，徜徉花间，油
菜花、桃花、不知名的各种花儿次第绽
放。3月 28日，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
业产业联盟主办的“有机产业服务中
心成立仪式暨月财有机产业说明会”
正在这里举办。

在金山区吕巷镇太平村蒋巷10
组金果梨园，松软的土地，绿油油的杂
草中，露珠儿沾满叶片，开满了不知名
的小野花，十几只鹅摇摇摆摆在果树
下巡逻。

一块编号为 134OP1800269 的
有机认证标志牌自豪地矗立在地头，
仿佛在声明，这是一片有机认证土地。

“过去土地板结得厉害，我们全部
用科学手段有机涵养土壤，现在踩在
地里特别的松软，现在果园里土壤中
到处都是蚯蚓。”上海月财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丽春告诉记者，
为了开展有机农业辐射全国，她多年
来坚守着科学涵养土地，现在土壤有
机质含量全部符合有机标准。

“有机农业的发展可以帮助解决现
代农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严重的土
壤侵蚀和土地质量下降，农药和化肥大
量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和能源的消耗，
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中国扶贫开发协
会企业家副会长、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
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陈艳特别介绍说，有
机农业还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
村经济，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岁数大了，工作也不好找，工厂也
不要，只有待在家，现在家门口多了家农
业公司，去那里工作很好，一来离家近，
二来也能多赚点钱给家里用。”在果园
里，65岁的职工陈保弟告诉记者，她和
褚阿丘都是附近农村居民，因无法从事
重体力劳动，目前都在帮助打理果园，每
月都有不菲的收入。

品种：推广优质种质资源

“除了优质生产环境难以寻觅、土壤
肥力不足之外，制约我国有机农业发展
的突出问题还有抗病优质种源缺乏、生
产技术支撑薄弱、证后监管乏力、有机产
品公信力不足等。”在金山区有机农业发
展座谈会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台盟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蔡国斌表示。

“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
的结合，有机生产技术是促进有机农业
高效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44%
的有机农业企业采用原始的‘靠天吃饭’
种养模式，56%的企业缺乏高效的种养
殖技术。”蔡国斌建议加强有机产品生产
保障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和推广，重视优

良种质资源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研发和推
广使用，特别是要重视高效有机农业投
入品的研发。

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中关村绿谷
生态农业产业联盟首席科学家章力建
说，只有从源头，从土壤整治开始，才能
种出有机农产品，吃出健康。

“充分借助北京、上海的科技人才优
势，为金山区有机农业高效高质量发展
提供关键技术支撑。”担任中关村绿谷生
态农业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有机产业服
务中心主任的赵丽春对此深表赞同，她
认为，在寻找优质种质资源的基础上，鼓
励轮作、套作、间作、种养结合等多种生
产方式，增加农田生态系统内的物种丰
富度。重点选择最优品种，解决有机生产
产量低、质量差的问题。

“火龙果的肉比较细腻回味有点糯
香，金果梨呢比较脆，甜度适中汁多。大
米粥和杂粮粥清香，各类厨房粮油纯度
高香味持久浓郁。这是上海市一位忠实
客户对金山区有机产品的评价。”赵丽春
介绍说。

溯源：数字化推动有机农产品改造

“一定严格把关认证，即建立有机产

品认证后多频次抽查制度，实行从有机
投入品、生产过程到最终产品的全过程
最严监管。”章力建表示。政府支持加速
培养有机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有
机产品生产、销售、消费完整渠道的追溯
体系，确保有机产品健康发展。

“通过区块链+有机农业，打造产端
品牌标准化、农技品牌标准化、销端品牌
标准化三端促进有机农产品形成价值闭
环。提取三端形成价值数据上链，展现给
消费者。每个中间环节出现问题，均可查
证。”赵丽春表示。标准化有助于提高产
品品质和企业竞争力，使每个环节更加
科学化和合理化。

“由于全程采用区块链技术，可以从
生产端到销售端建立一个安全的分布式
账本，账本上的信息对各交易方均是公
开的（每条信息可通过区块链浏览器查
询）。同时利用智能合约技术自动下单采
购，从而达到准确执行生产销售的目
的。”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有机
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勇告诉记者，通
过大数据需求确定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标准，还可以有效地反向推动有机农产
品的数字化改造、农民生产技能的提升
和农业现代化。

上海金山区：

有机农业方兴未艾机农业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高志民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3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作为新时期我国宽
带网络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文
件，明确规划了主要目标和行动
计划，比如到2021年底，千兆光
纤网络具备覆盖2亿户家庭的能
力，新增5G基站超过60万座；到
2023年底，千兆光纤网络具备覆
盖4亿户家庭的能力，建成100
个千兆城市，打造100个千兆行
业虚拟专网标杆工程。

千兆光网具有超大带宽、超
低时延、先进可靠等特征，是5G、
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
施的“承载底座”。千兆光网与5G
网络共同构成了支撑我国新型基
础设施发展、助力数字经济和数
字化转型的“双轮”和“两翼”。目
前，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千兆接入
网络和全光网基础，这是我国网
络基础设施的优势。

在日前举办的“千兆光网助
力数字经济新增长主题论坛”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
勤介绍，当下我国城市光纤宽带
接入端口占比达93%，光纤带宽
用户渗透率达到93.9%，处于全
球先进水平。不仅如此，截止到

2020年底，我国已有29个省的70
家省级电信运营商推出了千兆带宽
商业套餐，千兆用户达到643万户，
比此前年末净增553万户。

“我国在双千兆的网络发展过
程中已经走在全球前列。然而，千兆
光网和5G创新业务应用是全球性
难题，尤其是对于已走在无人区的
中国而言，无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可
以借鉴，是全新的探索和挑战。”

王志勤指出，当前“双千兆”建
设在政策环境，技术、产业支撑能
力，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
足，如存在跨行业融合应用标准缺
乏，监管政策有待确定，新形势下高
端芯片制造面临制约，商业模式不
清晰等问题。

根据现实情况，《行动计划》提
出了“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通过
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加
速推进终端成熟、激发信息消费潜
力，加快5G芯片等产业短板突破
等，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
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
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
动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未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
VR）、超高清视频等高带宽应用将
进一步融入生产生活，让典型行业
千兆应用模式形成示范。

2021年底2亿户家庭可享千兆光纤网络
本报记者 王硕

2021（第十届）中国车用材料
国际论坛在天津召开。与会嘉宾
结合“十四五”对汽车产业的规划，
围绕“创新材料助力汽车产业‘智’
造升级”主题展开交流。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
司张绪武强调，我国汽车业无材
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
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他建议汽车
与材料企业上下协同，产业融
合，共同推动车用新材料研发及
产业化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
用司郭庭政认为，汽车行业应顺应
国际发展趋势积极促进节能减排，
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汽车行业仍旧是VOCs治
理的重点行业。”生态环境部大

气环境司蔡俊表示，汽车行业的
VOCs治理，不仅仅是对主机厂的
要求，还要对整个绿色链条的责任
延伸。他建议汽车和材料行业加大
科技攻关力度、进一步提高大中型
客车、货车以及零部件等环节低
VOCs含量涂料比例；优化涂装工
艺与技术，实现 VOCs 全流程、
全环节的精细化管控；发挥行业自
律，通过发布标杆企业，开展
VOCs污染防治工作的自主减排。

中汽中心副总经理吴志新介绍
说，中汽中心自2011年起围绕汽
车产业链、供应链，结合不同材料
应用属性，打造了“车用材料数据
数字化平台”，在关键基础材料、
先进基础工艺、产业基础技术方面
取得了突破。

创新材料助力汽车产业“智”造升级
本报记者 王硕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介绍农产品加工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介绍农产品加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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