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粮食浪费成为公众关
注热点。 不过， 相比司空见惯的
“舌尖上的浪费”， 我国粮食从生
产到加工链条上的损失鲜为人
知， 但同样触目惊心。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的数据显示， 我国粮食在储藏、
运输和加工环节， 每年损失量达
700亿斤 。 而四川省2019年的粮
食产量为699亿多斤。

在“新华视点”记者近日的调
查中，粮农、农业干部、农业专家
普遍反映， 粮食收割环节的损失
非常突出，不要说颗粒归仓，有的
机收损失率甚至高达10%。

收割机驶过的田地粮食
损失令人心痛

小暑过后， 洞庭湖平原上收
割机轰鸣， 拖拉机来往， 粮农正
在抢收早稻。

湖南省岳阳县诚信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喻忠勇望着眼
前的农忙景象 ， 却感到有些心
痛———收割机驶过的田里， 往往
留下不少稻穗， 稻谷更是四处撒
落。 他捡起一株饱满的稻穗， 叹
了一口气： “机械化确实提高了
粮食收割效率， 但作业还不够精
细， 导致损失不少粮食。”

记者在湖南、 黑龙江、 河南
等多个粮食生产大省采访时， 粮
农普遍反映， 收割环节的粮食损
失问题还比较突出。

首先， 收割时机械碰触造成
一些损失。 “收割机拔禾轮的滚

动， 容易造成稻穗末端稻谷的脱
落，损失率在3%至5%不等。 ”湖南
省的种粮大户向铁青告诉记者。

其次是脱粒不完全也会造成
损失。 记者曾在黑龙江省多处大
豆收割现场采访， 看到地里有一
些遗落的大豆， 抓起一把地上的
豆荚，里面还夹杂着10多粒大豆，
可见脱粒不彻底。 黑龙江省饶河
县小南河村村民毛志江说， 过去
手工收割，损失较少，现在收割进
度快了，损失也大幅增加。

机收玉米的损失也比较明
显。 黑龙江省兰西县种粮大户刘
国明种了5000多亩玉米， 他说 ，
玉米粒比较干、 脆， 收割玉米棒
时就容易掉下玉米粒， 如果玉米
倒伏， 还会落下一些玉米棒子，
损失进一步增加。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陈志认为， 目前， 我国农业收割
机主要存在作物损失和损伤两大
通用技术难题， 部分玉米机收总
损失率和总损伤率均高达10%。
中国农业大学武拉平等学者在调
研中发现， 水稻和小麦的机收环
节损失率分别为3.83%和4.12%。

“实际操作中的损失率比理
论上还要高。” 中国农业大学农
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
理论上是按照最佳收割条件计算
损失率， 但现实中很难完全达到
最佳收割条件， 比如粮食过度成
熟导致更易脱落、 下雨天导致谷
粒黏附影响脱粒等。

还有因为成本考量造成的损

失也不容忽略。 湖南省沅江市种
粮大户周波说： “接近成熟的水
稻遇大风容易倒伏 ， 倒伏严重
的， 收割机难以收割， 人工收割
成本高， 往往就放弃了， 损失率
有时候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此外， 田块不规整带来的机
收难题也导致不少浪费。 河南省
濮阳县农民马文田家的地在黄河
滩区 ， 地块不规整 ， 边角地狭
小， 无法机收。 他说： “闲的时
候自己用镰刀收一遍， 如果太忙
就不管了。”

收割机的精细化作业水
平不高

周波等种粮大户反映， 在收
割环节造成粮食损失的主要原因
中， 收割机械的精细化作业水平
不高比较突出。

陈志认为， 当前的不少收割
机难以对作物进行高效、 优质处
理， 比如不能对玉米的籽粒、 芯
轴、 秸秆、 苞叶分别进行精准剥
离； 水稻收割机的清选工序， 长
期存在严重的黏附堵塞问题， 籽
粒不能及时分离； 小麦收割机的
割台高速碰撞穗头， 产生严重的
掉粒损失。

陈志告诉记者， 摘穗、 脱粒
工序中的高速碰撞， 均会造成严
重的籽粒破碎。 籽粒一旦破碎 ，
尤其出现了裂纹， 对后期的存储
影响比较大， 只要储存环境含水
率稍高， 就极易产生霉变， 无法
再作为口粮使用。

他说： “收割机的损失率有
国家标准， 但碰撞造成的籽粒破
碎， 特别是裂纹很难测定， 长期
缺乏相关国家标准。”

多位粮农和农业专家反映，
国产收割机精细化程度不够的问
题比较突出。 黑龙江省鹤岗市强
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夏兆友
说， 作为农机装备中重要的传动
变速系统齿轮， 国内一些产品磨
齿精度相对较低， 啮合紧密性较
差， 导致在换挡、 变速、 转弯的
实际作业中容易发生卡死、 操作
延迟等问题， 会影响作业质量和
操作安全性。

陈志认为， 国外收割机的设
计制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大
量的田间试验支撑， 部分机械性
能相对更好。 但也要看到， 国外
收割机面对的多是集约化程度高
的田地， 工作环境相对单一， 可
变因素较少， 作业相对稳定。

他说： “我国粮食品种、 农
艺、 气候等存在多样性， 形成天
然的多变农业工况， 导致收割机
难以标准化应用， 难以具有普适
性。 以玉米为例， 我国种植行距
在30至65厘米之间变动， 各地不
一， 造成机械化摘穗漏摘率高，
而部分农业发达国家的玉米种植
行距统一， 一种机械能够对各地
玉米作业， 损失率较低。”

加强农业机械科研攻
关，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我国农业要加快转型升

级， 收割机性能提升、 高标准农
田建设 、 农机操作人员素质优
化 、 抗倒伏粮食品种的研发等
等，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朱
启臻告诉记者。

———要积极整合科研力量 ，
加强粮食收割环节基础性科学技
术研究。 陈志建议， 要加快建设
一批技术研发集成平台， 充分利
用农机农艺融合原理， 设计制造
能够适应农艺特征的收割机， 提
高机械结构和工况参数对作物力
学的匹配。

———要突破一批关键性重大
技术， 交叉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陈志建议， 要探明作物在不同机
械作用下的黏附、 断裂等规律，
精准构建作物与机械互作模型，
开发能够表征上述模型的新算
法、 新传感器， 形成对多种作业
工况的调控技术， 实现作物收割
降损、 增效。

———要进一步加快高标准农
田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建议 ，
要降低土地细碎程度， 种植规模
越大， 田块越成系统， 越有利于
联合收割机的作业， 有利于降低
损失。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提
高农机服务水平。 李国祥建议，
对农机作业人员要进行定期培
训， 增强其节粮意识， 同时要完
善机收社会化服务合同的内容，
将损失率等纳入服务条款。

据新华社

07２０20年 8月 26日·星期三│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新闻【国内】

我国粮食收割环节损失惊人
颗粒归仓为何难实现？

作为保民生、 稳就业的重要
支柱产业， 餐饮业的复苏是经济
回暖的重要风向标。 经历疫情考
验的餐饮业市场， 如今迎来了全
面复苏。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如何确保餐饮食品安全， 让消费
者吃得放心、 吃出健康？

受疫情影响客流曾急剧下降
“视线范围内整条簋街所有

店加在一起一共不超过五桌人，
冬天下雪门口都有人排队的胡大
饭馆门口， 一个人影没见着。”

受疫情影响， 北京时尚餐饮
的 标 志 地 带 、 知 名 餐 饮 一 条
街———簋街一度陷入沉寂。 这条
街上被食客吐槽 “等位难” 的胡
大饭馆， 几家连锁分店平均每天
客流下降80%。

北京簋街商会副会长郑萌萌
介绍， 五月份， 北京簋街119家
餐饮商户中停业转租的商户约占
十分之一， 其中大多是个体小餐
饮企业。 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企
业则是被动“瘦身”，消耗了以前
的资金积淀。 “6月初，餐饮企业开
启全面复工， 消费者的热乎劲刚
上来，又遭遇了北京疫情反弹‘二
次风暴’袭击。” 郑萌萌说。

疫情给全国餐饮业带来了较
大冲击 ， 不少餐饮门店长期停
业、 营业额骤降。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 今年1至7月全国餐饮收
入17891亿元 ， 同比下降29.6%。
其中7月份全国餐饮收入3282亿
元， 同比下降11%。

为帮扶餐饮行业复市止损，

降低餐饮企业经营成本， 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结合实际出台举措： 对不同地
区不同的疫情级别， 分区分级对
餐饮单位实施不同的复工政策；
建立疫情防控期间餐饮经营者白
名单制度 ， 实时审核 、 动态研
判， 实行差异化管理； 北京、 天
津、 山西等21个地方， 对餐饮单
位员工因受疫情防控影响暂时无
法重新进行健康检查的， 明确原
有健康证明继续有效。

以食品安全为重心提振消费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消费者

的消费信心恢复主要关注点在食
品安全与餐厅卫生 。 近来 ， 海
鲜、 鸡翅等冻肉类外包装等检测
出病毒， 为食品产业链下游的餐
饮企业敲响了警钟。

“客人进店测体温并实名登
记联系信息； 桌椅一客一用一消
毒， 桌距间1米以上， 控制上座
率在50%以内； 倡导分餐制， 配
备公筷和公勺； 餐厅增设食品留
样柜 ， 传菜增加菜品防护罩 。”
胡大饭馆总经理郭冬说， 要想方
设法提升顾客就餐时的安全感，
让安全看得见。

“要考虑食材新鲜， 也要考
虑食材的供应链保障。” 令郑萌
萌深有感触的是， 为打消食客的
顾虑， 簋街有不少商户贴出了原
材料采购凭证。

“点一份 ‘锡盟羔羊肉 ’，
200克的重量 ， 标准是 28卷羊
肉。” 呷哺呷哺是一家连锁经营

的火锅餐厅， 企业全国营运负责
人白杨告诉记者， 为保证品质，
企业在内蒙古建起自己的肉类加
工厂， 从原料采购到加工、 储运
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

面对疫情给餐饮业带来的重
创，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认
为， 消费者对食材安全性、 保鲜
度要求更高了， 要以食品安全为
重心， 提振消费信心。 餐饮企业
要做好原材料进货、 食品加工制
作、 餐饮具清洗消毒、 从业人员
健康状况的全面检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多次发
文， 部署各地加大对餐饮服务的
监督检查力度。 餐饮企业要严格
执行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要求， 不采购来源不明、 过期、
腐败变质、 掺杂掺假等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全面排查生
鲜、 冷冻肉类、 水产品、 冷冻冷
藏库房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拥抱变化适应百姓需求
“最近发现簋街逛街的人多

起来了， 附近又开始堵车了。 各
种信号表明餐饮业正在复苏， 感
觉快走出来了。” 郑萌萌说。

8月初簋街举办 “嗨吃龙虾”
消费节， 60多家商户线上线下参
与， 5家餐厅的日均销售额达到
200万元， 3家小龙虾特色餐厅平
均每天卖出3500斤小龙虾。

“辣炒鲍鱼仔” “椒盐麻辣
皮皮虾”， 这是胡大饭馆推出的
秋季新品。 主打麻辣、 夜宵属性
的胡大饭馆， 根据市场和顾客需

求的变化， 不断调整口味和研发
时令新菜品。 胡大饭馆7月份经
营环比显示， 营收增长25%， 客
流增长19.9%。

“市场在变， 食客的消费需
求也在变。 这倒逼餐饮企业必须
主动转型， 拥抱变化， 才能谋生
存。” 郑萌萌介绍， 一些主打商
务、 家庭宴请的大型餐饮企业，
开发家庭简餐或套菜包， 把各种
菜品搭配好， 方便居家防疫的百
姓消费。

白杨介绍， 呷哺呷哺各连锁
门店都建起了客户微信群， 大群
有五六千人 ， 小群也有五六百
人。 店长就是微信群主， 经常在
群里发布新开发的菜品、 促销优
惠信息， 以良性互动吸引顾客。

在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下， 落
实餐饮复工复业政策措施、 打造
消费节， 为商家聚拢了人气。 同
时餐饮企业主动自救， “逆势”
奋进渡过难关。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
8月以来， 全国大部分餐饮企业
的经营已恢复到疫情前的六七
成， 一些知名的连锁餐饮企业已
经恢复到七八成， 餐饮业降幅呈
趋缓态势。

“从整体结构上看， 过去马
马虎虎勉强经营的企业被淘汰，
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才得以生存
下来。” 姜俊贤说， 餐饮行业的
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合理化， 更加
注重就餐环境的科学、 合理、 舒
适， 更加重视菜品的营养健康。

据新华社

餐饮业经营逐渐恢复 消费者能否吃得放心
———透视疫情防控下餐饮市场新变局 新华社电 记者25日从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针对
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穿越
等活动，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
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禁止一切
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园区，如非
法穿越等活动造成严重后果，将
依法受到严厉查处。

三江源地处青海省南部、青
藏高原腹地，是我国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总
体格局为“一园三区”。“一园”即
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区”为长江
源（可可西里）、黄河源、澜沧江
源三个园区。

澜沧江源园区是澜沧江的
发源地，是三江源水系众多支流
的发源地， 在自然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生态价
值。澜沧江源园区联通了三江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果宗木查、昂
赛两个保护分区。园区内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 是旗舰物种雪
豹、金钱豹的密集分布区。

公告称，对违反规定的单位
或个人，一经查处，将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 》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予以处罚。 对因非法穿越等活
动造成保护区自然资源、 生态
环境严重破坏的单位或个人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交由公安机
关处理 ，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
对非法活动造成的人身伤亡等
事故，责任由开展非法穿越等活
动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三江源国家公园
澜沧江源园区禁止非法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