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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
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有的人追求吃得好、吃得有营
养、吃得愉悦，有的人更重视
吃得饱、吃得安全。“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
同时，保证吃得安全是底线。”
孙辉说。

2021 年我国粮食生产获
得“十八连丰”并实现高位增
产，粮食产量连续七年达到1.3
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我国
粮食供需紧平衡的格局并未
改变，追求粮食数量安全仍然
是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的 必 然 选
择。日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再次明确提出今年粮食产量

要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在
追求粮食数量安全的同时，不
能忽略粮食质量安全，要持续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数
量安全的前提下兼顾质量安
全，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孙辉说。

“作为一家大米加工企
业，市场需求是我们开发产品
和加工生产的罗盘。为了满
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我们
构建从田间到地头的全产业
链经营模式，生产出更多更好
的优质大米。”武汉兴正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生说。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
升级，为粮食产业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
设 司 司 长 钱 毅 表 示 ，“ 十 四
五”时期，为了让百姓“米袋
子 ”多 装 优 质 粮 ，吃 上 更 多

“中国好粮油”，要统筹开展
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
牌、质量追溯、机械装备、应
急保障能力、节约减损健康
消费“六大提升行动”，新增
高标准粮仓仓容 2000 万吨，
形成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过百
亿元的粮食龙头骨干企业和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知名粮油
品牌，优质粮食增加量年均
增长 10%以上，加快由“吃得
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
康”转变。

（据新华网）

守住粮食“吃得安全”底线

春节临近，粮油产品成为热销的年货

离不开精米面 全谷物受欢迎

春节临近，消费者线上线
下采购年货忙，粮油产品成为
最热销的年货之一。目前粮油
市场供应是否充足，粮油产品
质量是否安全，能否满足多元
化个性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表
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较
高水平，各地有关企业要加强
粮源调动，确保市场粮源供给
充足，增加名、优、特、新产品投
放，更好满足多元化、个性化、
定制化消费需求，确保人们过
上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在北京西三环航天桥附近一家大型超市的
粮油货架上，各种品牌的米面油产品摆得满满当
当，粗略估计有二三十个品牌、上百种产品，一斤
大米、面粉价格从四五元到十几元以上不等。家
住北京丰台区的武庆玲女士说，家里一般都会采
购品牌粮油产品，价格虽然贵些，但品质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的膳食结构由数
量温饱型向质量营养型转变，对粮食产品多样
化、优质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粮食消费
群体、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变化，近年来，我国推
动粮食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着力打造惠及城乡
居民的优质健康粮油产品供应体系，积极引导
农民种植适销对路的优质粮油品种，为消费者
提供品种丰富、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的粮油产
品，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消费
需求；扩大“放心粮油”覆盖面，积极发展主食产
业化；大力推进“绿色全谷物口粮工程”，催生新
消费，培育新需求。

“近几年我们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生产的面
粉品种越来越多样化，积极做精做细做有特色的
产品。”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五星面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新良说。目前国内市场粮油产品品类
多样化、市场细分化持续加速，速冻食品、方便食
品等专用粉以及营养强化面粉、绿色面粉、预混
合粉等产品类型不断丰富，专用面粉产量已达到
面粉总产量的约30%。大米加工企业通过香气固
化和营养强化提升大米适口性和功能性，并细分
寿司米、低糖米、高锌米、高锶米、生态米等新品
类。燕麦、荞麦和豆类等食品也纷纷抢占市场。

不过，优质粮油产品供给不足仍然是我国粮
食产业发展的一大短板。为了补强短板，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实施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打造“中国好粮油”品
牌，全国涌现出一大批省级区域品牌、地市区域
特色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四位一体的品
牌建设体系逐步形成，品牌集群效应逐渐显现。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好
粮油”产品236个，其中大米产品83个、小麦粉产
品64个、食用植物油产品61个、挂面产品17个、
杂粮杂豆产品11个。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总工程师翟江临表
示，“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是惠农利民的民生工
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向更高层次跃升的有效
举措，有力推动“中国饭碗”稳中向优，让饭碗里
装上更多“优质粮”，切实提高优质粮油产品供
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以
谷物为主，但随着消费水平提
升，消费者又陷入了过度追求
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精米白
面在国内市场供应仍然占据
绝对主导地位。我国居民全
谷物及杂粮摄入严重不足，成
人每天摄入的全谷物及杂粮
不足 20%。当前亟须推动消
费观念转变，引导消费者逐步
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的饮
食误区，在追求“吃得好”的同
时，更加重视“吃得营养健
康”，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谷物是膳食纤维、B族维
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重要
食物来源。根据加工程度不
同，谷物可分为全谷物和精制
谷物。“谷物过度加工导致 B
族维生素、矿物元素、膳食纤
维大量损失，长期食用精米白
面可导致维生素和矿物质摄
入不足，甚至导致维生素缺乏

病，还容易导致体重或体脂率
超标，增加糖尿病患病风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
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说。

家住北京昌平区的吴雁
涛女士十分注重养生，她告诉
记者，平时主要购买糙米、小
米、玉米、全麦粉、燕麦、薏米
以及豆类全谷物粮食。增加
全谷物摄入量，有利于降低Ⅱ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直
肠癌等与膳食相关的慢性病
发病风险，并且不容易发胖，
该理念受到像吴雁涛这样注
重养生的人士认可。随着人
们对营养健康的更加重视，全
谷物食品在我国得到迅速发
展，目前已建立涵盖烘焙类、
蒸煮类、冲调类、油炸类、发酵
类等种类的全谷物食品生产
体系，以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
为代表的产品市场成长迅速。

有专家认为，全谷物对人

体有诸多益处，但也要因人而
异，全谷物中的膳食纤维尤其
是不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消
化，对消化道疾病患者、免疫
力低下者、老年人和青少年等
消费群体并不友好。如胃溃
疡、十二指肠溃疡等患者摄入
全谷物可能引起病灶处疼痛
或出血。老年人消化功能减
弱，应该降低全谷物摄入比
例。免疫力低下者如长期摄
入大量全谷物，可能导致营养
不良，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幼
儿和青少年长期食用全谷物
食物，会妨碍营养素的吸收和
利用，不利于生长发育。

“全谷物食品口感较差，
消费者接受程度比较低，是全
谷物食品推广的一大瓶颈。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怎么把全
谷物食品做得好吃，让消费者
吃得愉悦。这样才有利于全
谷物食品的推广。”孙辉说。

不要过度追求精米白面打造“中国好粮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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