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
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
全和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林草
局草原管理司司长李拥军日前
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草种
繁育示范基地建设，努力提升我
国草种生产能力。

李拥军说，我国是草原大
国，草种质资源丰富。党的十八
大以来，国家林草局从草种质资
源保存利用、优良品种选育培
育、草种扩繁生产等多个环节全
面发力，我国优良草品种选育和
草种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草种自
给率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大规模国土绿化
和生态修复对优良乡土草种的
需求不断增加。当前，用于城乡
绿化的草品种较少，草种产量较
低，高档草坪建植还主要依赖进
口草种。

为了推动草种业发展，在中
央资金支持和带动下，各地林草
部门积极推进草种繁育基地建
设。截至目前，各地已建成并达
产的生态修复用草种繁育基地面
积近60万亩，年产草种近2万吨。

“即将启动的草种繁育示范
基地建设，将支持各地布局建设
一批具有现代化生产水平的草

种生产基地。”李拥军表示，预计
2025年，各地草种繁育基地达产
面积将增长到80万亩以上，可用
于生态修复的草种生产总量有
望超过3万吨。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不断提
升国产草品种培育和草种生产
供给能力作为主要目标，把着力
解决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鉴
定评价、草品种选育、草种生产
等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
发力点，有针对性地破解草种业
发展难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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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全谷物食品供给和消费实现动态平衡

我国将启动草种繁育示范基地建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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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焦作市
温县祥云镇关肇村农民
在田间收获铁棍山药。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
市温县立足特色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山药产
业，推进铁棍山药规范
化、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升
级，带动农民增收，助推
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刘琼摄

“全谷物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谷物中天然的膳食纤维、微量
营养素及生物活性物质，增加
全谷物供给与消费，既有利于
助力节粮减损，提升粮食安全
保障水平，又有利于促进营养
均衡消费，提升人民健康水
平。”1月9日，在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
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
闻发言人王宏表示。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技部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全谷物行
动计划（2024—2035）》（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
出，到2035年，人民群众对全谷
物认知水平明显提高，全谷物在
居民膳食消费中的比重明显增

加，全谷物消费水平基本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

“全谷物是一个解剖学结构
概念，而不是一个谷物种类概
念。简单地说，任何一粒天然谷
物都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是由胚
乳、胚及种皮三个部分组成。全
谷物就是谷物仅去除外壳等不
可食用部分后保留的完整颖果
籽粒，拥有完整的胚乳、胚和种
皮，出品率达到98%以上，如果
去掉其中一个或两个组成部分，
均不能称之为全谷物。”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
席科学家谭斌介绍，精制谷物在
加工过程中去除了胚与种皮，仅
保留了胚乳部分，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精米与白面，产品出品率
仅有65%—75%。

全谷物有什么好处？谭斌
指出，研究显示，全谷物中维生
素B1、B2、叶酸、烟酸等B族维
生素，及钙、铁、锌等矿物元素等

微量营养成分，比精制谷物多
40%—90%，在支持大脑功能、保
持新陈代谢正常进行等方面起
到关键作用。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全谷物
消费占谷物消费的比例还不足
1%。《行动计划》提出，到2035年，
适应居民营养健康需要的优质全
谷物产品更加丰富，全谷物食品供
给和消费实现动态平衡，形成链条
完整、结构合理、供需适配、持续升
级的全谷物产业发展格局。

谭斌进一步表示，推动我国
全谷物产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工程，除了上述行动之外，
还包括“全谷物标准引领行动”

“全谷物科技创新行动”“全谷
物产业提升行动”等。此外，还
需要各项有力具体政策措施的
加持，从而实现全谷物产业链各
环节以及农食医养融合协同发
展，努力达到“全谷物 好营养 更
健康”的目标。（据《科技日报》）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科
院获悉，该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培育的优质强筋小麦新
品种“中麦578”2024年度
订单收购量达到102万吨，
面业企业以每公斤加价约
0.2元的价格进行收购，仅优
价部分就助力麦农增收约2
亿元，为2023年度该品种优
价增收经济效益的两倍。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最新资料显示，“中
麦 578”2024 年夏收面积
942 万亩，居全国第 4位。
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以“中
麦 578”为抓手，持续推进

“科研单位－种业企业－种
植合作社-粮食贸易企业-
面业集团相结合”的“五位一
体”优质强筋品种产业化推广模式，以订
单种植带动产业化升级，促进“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深度融合，助力小
麦大面积单产提升。在河北邢台万亩区
和新疆喀什千亩方实收，平均亩产分别
达到701.1公斤和609.1公斤。因该品种
早熟优质高产的突出特性，被确定为河
北绿色吨半粮建设的首选品种。

“中麦578”由作科所与棉花所合作
育成，采用阶梯式杂交与分子标记选择
相结合，解决了优质强筋品种产量偏低、
适应性较窄的问题。该品种通过了黄淮
南片和黄淮北片两个区域的国家审定和
新疆南疆审定，适宜在河南、山东、河北、
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山西、新疆等8个
小麦主产省区种植，连续三年入选农业
农村部主导品种。 （据光明网）

——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
1月8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主持

召开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2025年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实施方案》，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目标，把粮油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作为有力的抓手，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集成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新模式，聚集各方面资源要素，大力推进
粮食稳产增产，促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

会议强调，要聚焦玉米、水稻、小麦、
大豆、油菜5大重点作物，分品种明确技术
路径，突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高质
量建设高标准农田，强化农田沟渠修复整
治，加快高油高产大豆、耐密宜机收玉米
等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加大优良品种推广
应用力度，推进精量播种机等高性能农机
装备配套升级，强化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
术示范推广，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真正
落到田间地块。要突出绿色高效，坚持数
量品质一起抓，推进投入品减量化，促进
可持续发展。 （据《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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