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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284997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

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 第一产业增
加值11575亿元， 同比增长3.7%； 第二产
业增加值107947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
增加值165475亿元，增长5.4%。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 工业生产逐步恢
复。 一季度， 农业 （种植业） 增加值同比
增长3.6%， 冬小麦长势总体正常， 春耕备

耕有序推进；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 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3个百分
点。

服务业明显回升， 接触型服务业增
长较快。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比上年四季度加快3.1个百分点。 3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2%，比
1至2月份加快3.7个百分点。

一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
户） 107282亿元，同比增长5.1%，与上年全
年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4922亿元，

同比增长5.8%，上年四季度为下降2.7%；货
物进出口总额98877亿元， 同比增长4.8%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市场销售较
快恢复， 货物进出口保持增长。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温
和上涨。 一季度，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值为5.5%， 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1个
百分点；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3%。

“一季度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
段， 各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靠

前发力， 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国民经济企
稳回升， 开局良好。 但也要看到， 国际环
境仍然复杂多变 ， 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
显， 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 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说。

付凌晖表示， 下阶段， 要科学精准实
施宏观政策， 综合施策释放内需潜力， 大
力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
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5%

生产流通中食物损耗调查
超量使用种子、 收割时大量粮食颗

粒掉落或破碎 、 果蔬运输中大量腐烂
……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近期一项研究揭示， 每年我国蔬菜、 水
果、 水产品、 粮食、 肉类、 奶类、 蛋类
七大类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耗和浪费
率合计22.7%， 约4.6亿吨 ， 其中生产流
通环节食物损耗3亿吨。 “新华视点” 记
者调查发现， 生产环节播种粗放、 采收
不精， 储运环节冷链不完善是造成食物
损耗的主要原因。

播种粗放， 采收不精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 食物

损耗是指食物在生产、 收获后处理、 贮
藏、 加工、 流通等环节由于人为、 技术、
设备等因素造成的食物损失， 不包括在
消费端的食物浪费。

记者在田间地头调研发现， 有的地
方生产环节播种粗放、 采收不精、 管理
打折， 粮食损耗率较高。

在播种环节 ， 一些小麦产区仍是
“广种薄收” 模式。 由于播种技术、 种植
观念等不同， 用种量参差不齐。 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二级巡视员胡伟通过研究发
现， 正常用种量在30至50斤， 有的农户
播种粗放， 每亩播种量高达100斤。

到了收割时节， 麦籽被收割机上的
鼓风机吹落田里的现象比较普遍， 收割
机割台高速碰撞穗头也会导致掉粒损耗
和籽粒破碎。 这种情况容易让小麦发生
霉变， 影响后期储存。

一些水稻产区的农户反映， 收割机
作业过程中稻穗末端稻谷脱落、 清选工
序中籽粒不能及时分离等情况， 都会产
生相当数量的稻谷损耗。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动物食物与营养政策中心主任、 研究员
程广燕研究发现， 机械收割粮食环节损
耗率最低可以控制在1.9%， 但个别地区
玉米机收总损耗率高达10%。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马
铃薯种植大户管绍刚说， 使用机械收获
马铃薯的损耗率为5%左右、 人工采收损
耗率为15%。

存储运输损耗不小
记者调研发现， 由于设备保障、 专

业知识不足， 在储运环节中， 蔬菜、 水
果 、 粮食等损耗量不小 。 其中 ， 水果 、
绿叶菜等损耗达到惊人的地步。

有的粮食企业储粮设施陈旧老化 ，
通风、 温控等设施配备不足， 发霉和虫
蛀时有发生。 2020年以来， 随着粮食价
格预期上涨， 一些种粮大户惜售心理变
强， 但其储粮设施简陋， 有的甚至无法
及时烘干， 损耗较高。

一些农户缺乏储存专业知识， 果蔬
产后储存环境温度、 湿度把握不当。 贵
州蔬菜种植户李珍文说， 一些小型果蔬
基地， 多种蔬菜、 水果混合储存现象普
遍， 已损坏的果蔬产生乙烯会加剧其他

果蔬成熟和衰老。
数据显示， 果蔬生产及产后处理损

耗最低可以控制在 9.2% ， 最高则超过
25%。

程广燕说， 我国果蔬损耗率高与冷
链化程度较低密切相关， 大部分果蔬运
输处于 “裸奔” 状态。 据了解， 发达国
家冷链运输普遍在80%以上 ， 我国目前
仅为约30%。

记者调查发现 ， 一些商家采用的
“冷链” 还比较原始， 仅放几个冰块， 有
的甚至依旧用简陋的小棉被裹着生鲜品。
“为了节约成本， 冷链司机在运输途中私
自关上制冷机的情况依然存在。” 一位冷
链企业负责人说。

“一车豌豆从云南发往北京， 需要
经过基地收集转运 、 批发商装车运输 、
农贸市场批发、 零售商进货等环节， 装
箱搬运最少4次 。” 货车司机王大勇说 ，
“非冷链条件下， 一车30吨重的豌豆会产
生近5吨损耗。”

如何减少损耗？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提供的数据显示， 我国七大类食物减损
空间有五成左右， 若挽回一半的损耗和
浪费， 可每年节约2.3亿吨食物， 能满足
1.9亿人1年的营养需求。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群建议， 通过加
强冷链建设、 构建全产业链食物减损标
准体系等减少食物损耗。

普定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站站长邓飘
建议， 从 “最先一公里” 和 “最后一公
里” 着手， 加大预冷、 贮藏、 保鲜等农
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投入， 增加冷藏
车购置使用， 尤其是便于城市穿梭的小
型冷藏车， 保障冷链运输， 完善生鲜食
物终端配送机制。

近年来， 我国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 提高全程机械化水平和作业标
准化程度， 推进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加强粮食仓储和流通设施建设， 有效减
少农产品的产后损失。

记者在韭黄种植大县贵州普定县看
到， 为了减损， 该县在韭黄基地建立清
洗、整理、分级、包装、预冷一体的韭黄采
后商品化处理配套设施。 邓飘说：“目前，
全县韭黄商品化处理配套设施齐全， 韭
黄全产业链损耗降低了50%以上。”

业内专家建议， 加快构建全产业链
食物减损标准体系， 推动先进技术、 工
艺 、 设备等及时应用于食物减损实践 。
如一些山区因地形原因不能使用大型机
械采收， 可研发适用于不同地形、 不同
品种的高精度农业收割机械， 同时开展
农民技术培训， 提高作业的规范性和精
准性。

程广燕建议， 做好蔬菜等非耐储运
生鲜农产品产销衔接， 提高食物系统供
给效率与韧性。 加大产地预处理， 推广
净菜， 对食物的边角废料进行集中高效
分类处理， 最大程度提高食物利用水平。

据新华社

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开局良好

春日里， 农民抢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图为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梯田里劳作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春春光光好好 农农事事忙忙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 该所早期生命研究
团队牵头多名国内外古生物学者， 近期在
我国山东、 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
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从形态上看，
这种古生物很像一串串藏在远古岩层中的
珍珠项链。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庞科介绍， 此次发现
的霍氏串珠有两种 “规格” 不同的体形。
大的霍氏串珠单个 “珠子” 直径可达5毫
米， 小的霍氏串珠 “珠子” 直径不足1毫
米， 但它们的形态和结构大体相似。 从部
分三维立体保存的标本看， “珠子” 实际
是包裹着一层有机质外壁的球体。 几个到
几十个 “珠子” 几乎等间距排列， 形成一
个完整的链状 “珠串”， 这就是霍氏串珠
的整体形态。

研究人员判断， 霍氏串珠可能是一种

匍匐生活在沉积物表面的底栖生物， 最有
可能属于藻类。

“此前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霍氏串
珠， 最早可追溯至14.8亿年前。 此次新发
现的这批霍氏串珠化石标本虽然时间上称
不上最早 ， 但形态 、 结构保存得特别完
好， 因此尤为珍贵。” 庞科介绍， 通过对
霍氏串珠显微结构的分析， 此次研究还首
次解开了霍氏串珠的生长之谜。 科研团队
认为， “珠串” 中的 “珠子” 可能是一个
个包含有多个细胞核的巨型细胞， 多个巨
型细胞聚集成链， 整个生物体也就完成了
长 “大” 的过程。

“霍氏串珠这种特殊的形态和生长方
式， 也为科学界理解早期生物的生长和演
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庞科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自然
（Nature） 出版集团下属生物类期刊 《通
讯·生物学》 上。

新华社电 4月20日天宇将上演一次比
较特殊的日食———日全环食 ， 我国海南 、
广东、 福建、 台湾等极少数地区可见食分
极小的日偏食。

日食， 又叫日蚀， 在月球运行至太阳
与地球之间并在一条直线上时发生。 这时
对地球上的部分地区来说， 月球位于太阳
正前方， 来自太阳的部分或全部光线被遮
挡住， 因此看起来好像是太阳的一部分或
全部消失了。 日全食、 日环食和日偏食是
公众所熟知的三种类型。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杨婧介绍， 同一次日食， 如果一部分
地区可见日全食， 另一部分地区可见日环
食， 则称日全环食， 又称 “混合食” “复
合食”， 非常罕见。 以21世纪为例， 这100
年中仅有7次日全环食发生。

今年这次日食的食带很窄， 在食带内
两端会发生日环食， 在中间是日全食。 日
食带从印度洋南部开始， 经过澳大利亚的

埃克斯茅斯、 东帝汶东南部， 印度尼西亚
的巴布亚省， 在太平洋西部结束。

本次日食， 不论是全食阶段还是环食
阶段， 食分都非常接近1 （也就是月亮正
好刚刚遮挡住太阳表面， 大小相差无几），
这不仅会带来观感上非常壮观的景象， 而
且也是天文学家观测太阳表面活动极其难
得的机会。

比较遗憾的是， 我国只有极少数地区
能看到被月亮 “吃了 ” 一个小边的日偏
食 ， 这些地区仅限于极东南的陆地和岛
屿， 包括浙江、 福建、 广东的沿海地区，
海南、 香港、 澳门、 台湾、 东海和南海等
极少数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观看日食时，千万不
要用肉眼直接观测， 也不能使用日常的太
阳镜或墨镜， 要戴上专门观测太阳的遮光
眼镜。 即使有专门的眼镜，也不宜长时间看
太阳，一次看十几秒钟，休息几分钟，再继
续看，尽量保护眼睛。 ”杨婧提醒说。

科学家发现约8亿年前“串珠”生物

20日天宇上演日全环食，我国局地可观赏日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