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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粮减少损耗
事关大家
□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蒋成、薛钦峰、周勉报道

水稻、小麦、玉米是我国三大主粮。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
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三大主粮全
产业链浪费和损失严重，稻谷、小麦和玉
米的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 26.2%、
16.7%和18.1%，约占三大主粮总产量的
20.7%。

减少损耗就相当于增产。提升公众
的节粮意识，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和浪费，
事关我国粮食安全。

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130
亿斤，首次超过1.4万亿斤。但与此同时，
去年我国粮食进口量高达1.58亿吨。

业内人士认为，需从各环节协同发
力，全链条减少主粮耗损。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受访专家认
为，要降低土地细碎程度，实行“小田改
大田”，减少“边角田”“巴掌田”。同时，
研发适用于不同地形、不同品种的高精
度农业收割机械。

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农业专家建议，
因地制宜，引导村民科学种植，推广集中
育秧、精量播种等技术。内蒙古一些种粮
大户采用导航播种技术，株距整齐划一；
滴灌水肥一体化，既节水又省肥。

加强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粮食损
耗。近年来，一些省份加强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建设，由中心为农户提供“代清理、代
干燥、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服务。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科学储粮
意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个储粮仓一
千多元，有的农户舍不得投入；应加大宣
传和引导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储粮意
识，减少“地趴粮”。同时，推广专用袋、专
用运输车等粮食运输设备，推广充氮储
粮等绿色储粮技术。

加大消费教育引导，倡导营养均衡、
科学适量的健康饮食习惯。

□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叶婧、郭雅茹、许舜达报道

冰箱里“被遗忘”的蔬菜烂了，果
园里卖不出去的果子扔了……

业内专家和研究报告指出，吃掉
1/3、扔掉1/3、烂掉1/3，蔬菜、水果
等七大类食物一年损耗浪费数亿
吨。日常生活中，蔬菜、水果存在大
量浪费、损耗。

是什么造成了蔬果的大量损耗？
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蔬菜、水果损耗浪费不容忽视
春节过后，市民张敏对冰箱进行

了“大扫除”，扔掉一批“生鲜垃圾”：
一整颗生霉的卷心菜、四个软烂的
柿子、一抽屉变皱的苹果……

除了家庭中的蔬果浪费，零售环
节的蔬果损耗也较高。

在京津冀地区，记者走访一些蔬
菜、水果经销商时了解到，分季节
看，夏季损耗高于冬季。总体来看，
蔬菜损耗率达10%至 15%，其中白
菜、菠菜等叶菜损耗较大，占总损耗
的六七成；水果损耗率为 8%至
10%，其中葡萄、香蕉、猕猴桃损耗
较大，约占总损耗的七八成。

浙江果农周春国对2023年大片
柑橘烂在树上、无人采摘的情景记
忆犹新。“2023年柑橘丰产却价贱，
地头批发价每斤才1元多，但人工采
摘柑橘每人每天要200多元，越摘亏
得越多。都是好橘子，全浪费了。”周
春国说。

《2023 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报告》显示，我国蔬菜、水果等七
大类食物损耗浪费率约为 22.7%，
按 2021 年产量计算，共损耗浪费
4.6亿吨，折合经济损失达1.88万亿
元。

多环节短板不足造成损耗浪费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蔬菜、水果

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仍存在一
定短板不足，造成了损耗、浪费。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
员田生科等受访专家认为，在生产
环节，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限制了蔬
菜、水果产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
力；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不同，保质期
普遍较短，一旦价低卖难，浪费就很
难避免。

2024 年 6月，记者走访山东滨
州、菏泽、聊城等地农产品生产基地
发现，西瓜、芸豆等农产品的地头价
低于往年同期。“农产品价格越贱越
卖不动。一卡车西瓜，一天只能卖一
半。”受访农户、蔬果经营商户告诉
记者，西瓜等农产品前几年价高，吸
引农民跟风种植，面积、产量一扩再
扩；加之受天气影响，部分蔬果出现
高温大棚、低温拱棚、露天三种种植
方式“撞期”上市情况，致使价格低
迷，难卖浪费。

在流通环节，不少受访者反映，
我国农产品的物流体系发展仍相对
滞后。有的地方蔬菜物流水平还不
高：只进行简单包装，采用常温物流
配送，耗损较大。成规模的蔬菜冷链
运输企业少，全域冷链运力有限。

在消费环节，综合加工利用技术
匮乏也造成了不少蔬菜、水果的“被
动浪费”。有专家告诉记者，许多地方
的消费市场对净菜需求旺盛，净菜加
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食用或利用
价值的副产品，可进行深层次加工利
用；但目前这方面技术相对匮乏，造
成20%至30%的资源被浪费。

此外，一些消费者因促销活动或
缺乏合理规划，一次性购买大量蔬
果，导致吃不完、腐烂变质，不得不

扔掉；还有的消费者和商家过于在
意蔬果外观，那些不漂亮、形状不规
则或有小瑕疵的产品因此被丢弃。

如何减少蔬果浪费
202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
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提出，切实
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食品科技学
院教授刘绍军认为，根据蔬菜产区
的栽培面积和生产能力，加强恒温
库设施建设，提高冷链运输能力。

为保持蔬菜新鲜、避免积压浪
费，河北省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
作社建设了高标准蔬菜冷藏保鲜
库，并设计了专用货架，通过张贴内
部识别码，使产品可追溯，快速了解
库存情况，便于仓储管理。“蔬菜入
库、出库过程中，我们用叉车装卸，
保持蔬菜包装规格不变，避免了人
工搬运和二次装卸造成的蔬菜损
耗。”合作社理事长邬大为说。

商务部等9部门2024年底印发
的《关于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
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
划》提出，到2027年，果蔬和肉类冷
链流通率分别达到25%和45%。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张雯认为，在改进包装设计、
加工工艺之余，可以发挥电商优势，
优化蔬果流通模式，减少过剩生产、
库存积压和物流损耗。

业内专家指出，有的家庭习惯一
次性买大量食物放到冰箱里，吃的
时候拿出来，这一做法并不可取。一
些细菌在冰箱中照样可以生长繁
殖，甚至污染别的食品。消费者应摒
弃“冰箱就是食物保险箱”的观念，
根据实际需要购买食材，树立健康
节约意识。

一年损耗浪费数亿吨
蔬菜等七大类食物吃掉1/3、扔掉1/3、烂掉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