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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森林““美味美味””真不少真不少

眼下，正是油茶榨油旺季。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
区，辽市镇隆立茶油坊生意格外繁忙，一桶桶现榨的茶
油刚出炉就被上门的顾客订购。

走进隆立茶油坊内，热气腾腾、油香四溢，经过脱
壳、预热、粉碎、蒸粉、包饼、压榨……茶籽变成一滴
滴金灿灿的茶油。老板徐海一边忙碌一边介绍：“我这茶
油坊现在每天产出 1000余斤茶油，年销售量约 10万斤，
销售额达600万元。”

从江西一路向北，穿过小兴安岭的浩瀚林海，位于
伊春市的黑龙江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内，黑木耳、
猴头菇、白木耳等产品摆满了公司展厅。在生产车间，
工作人员正仔细称重产品，打包装袋。伊春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伊春市山野菜、山野果、野生药材总贮藏
量分别达到84万吨、41万吨、200多万吨，年采集量总计约
13.1万吨。“伊春蓝莓”入选黑龙江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
程，品牌价值达16.5亿元。

油茶、木耳、蘑菇，都是森林食品。除了这些，森林
“粮库”里还有啥？

国家林草局改革发展司二级巡视员高均凯介绍，森
林食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林，这是森林食物
生产的主力军，产品包括木本粮油、干鲜果品、饮料调
料、森林蔬菜等多个品种和类型；第二类是利用林地发
展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形成的林下经济产品；第三类
是桑树、柠条、花棒等可以作为牲畜饲料的间接性食品。

“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多样，在辽阔的山野中，生长
着各式各样的野菜、植物、水果等，蕴藏量巨大。除了
大家熟知的核桃、红枣、苹果、柑橘、龙眼、蓝莓等干鲜果
品，还有茶油、核桃油、杏仁油等木本食用油，竹笋、香椿、
山野菜、林下食用菌等森林蔬菜，茶、咖啡、沙棘等森林饮
料，花椒、八角、肉桂等森林调料。”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
究中心研究员金书秦对记者说，“这些诞生于林间的且具
有原生态、无污染、健康、安全等特性的各类可食用森
林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的‘食品兜子’，也已成为绿色发
展的重要载体。”

根据国家林草局日前发布的数据，经济林产量达到2.26
亿吨，森林食物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

林草产业越做越大林草产业越做越大

从林间端上餐桌，森林食品的开发拓宽了食物来
源，也推动了各地产业发展。

“以前我们这里的婆婆丁（即蒲公英），老百姓都是自
家采了泡茶喝，没想到这些山野菜有一天还可以成为一
门产业。”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青林业局
公司松林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勇说。

袁州区种植油茶树已有 500 多年历史，是全国油茶
主产区之一，其油茶产业正由原先单一种植向多层次发
展迈进。一些本地龙头企业以科技赋能油茶产业，获多
项发明专利；还有的企业从油茶树中提取生物活性成
分，应用于生物医药、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有些企
业利用剩余的茶壳、茎叶等，经过精深加工，培养白鲜
菇、制成有机肥……

袁州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发挥本地油茶文化优
势，利用老油茶林，开发集露营基地、采摘游园、油茶研学
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并规划建设油茶博物馆，还在辽市
镇打造集良种繁育、丰产栽培、油茶文化、森林旅游于一体
的油茶文化小镇，油茶产业越做越大。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林草产业总产值

超过9.2万亿元，林产品生产、贸易、消费继续保持世界
第一。木本油料、林下经济、竹藤花卉、林草种苗、木
竹加工、生态旅游等林草产业不断壮大。

产业发展了，乡亲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去年，袁州区西村镇分界村杨院桂家的油茶迎来丰

收。“10 多亩油茶林，榨了 500 斤茶油，仅这项收入就有 3
万元。”杨院桂说，“咱这油茶果成了‘金果果’喽。”

在森林覆盖率超 80%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天峨
县，一批加工企业落户天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长安
家园工业园区，为这里的“新居民”拓宽了就业渠道。广
西天峨壮峨食品有限公司帮扶车间内，工人们在生产线
上忙着分拣、包装板栗仁。搬迁户许复友每天把孩子送
到社区附近的学校后，来公司做板栗加工等工作。“有了
这份工资，再加上公益性岗位每月 1500 元和老家的产
业，收入不错了。”许复友说。

看好森林食品的未来看好森林食品的未来

开发森林食品将如何推进？
专家表示，目前森林食品中开发成产品、被消费者

接受的仅占一小部分，很多还止步于散、小、弱的初级
阶段。规模小、发展不起来，就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草经贸研究院院长程宝栋认为，森
林“粮库”的发展机遇能否抓住，关键应从投入端转向产

出端，投入再多，产出上不去也不行。
高均凯介绍，国家林草局将通过优化发展布局、保

障发展用地、加大资金支持等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林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体看，包括统筹资源、政
策等要素，加强规划指导；强化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
化，科学推进树种结构调整、品种改良和基地建设，做优
做强特色果品、木本粮油、林源饲料等产业；整合低产低
效茶园、低产人工商品林地等非耕地国土资源，加大中
央预算内投资、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力度，用好国家储备林
等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信贷政策，支持扩大油茶等高产高
效经济林种植和改造提升等。”高均凯说。

不少地方定下发展新目标：内蒙古提出将进一步挖
掘森林草原资源优势，发展果、菜、菌、药等特色产
业；四川印发《建设“天府森林粮库”实施方案》，计划到
2030年，全省林粮经营面积达到 1亿亩，实现年产林粮
2000 万吨、年综合产值 3000 亿元；广西明确，力争到
2025年，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稳定在7000万亩
左右，林下经济产值达到1400亿元……

金书秦表示，中国的森林食品发展，也是森林生态
食品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林
业生态建设项目，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由停伐减产到全面
停止，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生态功能显著提升、森林质
量明显改善，依托森林供给食物的基础更扎实、品类更
丰富、潜力更可观，“期待口味越来越多元的食品市场，
看好林下经济、绿色发展的未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
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
拓展食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
监测统计体系。自 2015 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树立大农
业、大食物观念”后，这是中央一号
文 件 第 三 次 提 到“ 树 立 大 食 物
观”，将其作为确保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的重要举措。

2016年，“树立大食物观”首次
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放在“优化
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一节，
强调“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以满足日
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2023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树立大食物
观”被纳入“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章节，从“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角度出发，强
调“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
物动物微生物并举”，跳出向传统
种植、养殖要食物的思维模式，全
方位、立体化地拓展食物来源。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树立大
食物观，与大农业观并列，这其中
有两方面含义：

首先是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强调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
体系。当前中国居民食物消费正
由以谷物、蔬菜等植物性消费为
主的单一模式向动、植物性消费
并重的多元模式转变。树立“大食
物观”，就是要与居民食物需求变
化相适应，不仅要守住“米袋子”，
还要提稳“菜篮子”，抓牢“油瓶
子”，抱好“奶罐子”。“大农业观”
是从供给角度，对照“大食物观”
的要求，推动农业从以往仅注重
保数量，转向保多样、保质量。既
要农林牧渔并举，在更高水平上
保障有效供给，更要推动农业由

“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
瞄准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和区域资
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产品供给结
构，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向市场紧缺产品调，向优质特色
产品调，向种养加销全产业链调，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
增效空间”。

其次是强调粮食和副食品之间的统筹。粮食安全是
食物安全的基础。粮食既可以是口粮，成为居民食物消
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是饲料粮，转化为肉、蛋、
奶等其他食物。强调“大食物观”不能放松对粮食安全
的重视，要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基
础上，保障肉蛋奶、水菜果等副食品的国内供给，既
不能缺项，也不能顾此失彼。中国人均资源相对贫
乏，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
大。要做到既保证粮食生产，又提升副食品供给能力，
就要破除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的“紧箍咒”，不能光盯着
有限的耕地。中国有 40 多亿亩林地、近 40 亿亩草地和
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树立大农业观，也要将这些国
土空间纳入农业发展的资源范围内。通过开发大资源，
不断拓展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满足人们对大食物的
需求。

中国将如何落实“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首先，稳粮扩
油，这是基础中的基础。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
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
品种。扩大油菜种植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其
次，提稳“菜篮子”，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供应和生猪产
能调控，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促进奶业供需平
衡；再者，合理利用多样化自然资源，支持深远海养
殖，开发森林食品，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
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新提法，目的在于全面摸清
国内食物供给资源的“家底”。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自
然资源虽然是拓宽食物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在开发利用
中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
线。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掌握森林、草原、水域等国土资源
分布、特征和利用状况，建立集资源分布、技术储备、市
场信息为一体的基础数据库。依托数据库开展食物资源
存量、可开采量及开发潜力评估，结合技术可行性和生
态保护要求，划定禁止开发、可开发、可提升三类空间，
明确开发重点区域和优先序，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
域布局。

（作者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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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林产量已达2.26亿吨，森林食物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

森林“粮库”里都有啥？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森林里也有“粮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树立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监
测统计体系，明确提出“开发森林食品”。

森林食品包括哪些？如何让更多的“森林热量”“森林蛋
白”从林间走向餐桌？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濑湍镇全凤村一块千亩连片的
甘蔗地里，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正来回穿梭，进行耙
地、平地作业。

“这是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比人工操作更精准。”蔗农
戴善积告诉记者，这台拖拉机带有自动导航功能，可以根
据地块设定轨迹自动作业，在大地块作业更“笔直”。

新春伊始，崇左市及时收集和发布甘蔗机收机种
等农机作业服务信息，为各类农机服务组织、专业合作
社“奋战”春耕提供信息服务。目前，全市完成甘蔗机耕
面积 62 万亩、机种面积 50 万亩、甘蔗深耕深松面积 36
万亩。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博白县，位于龙潭镇的广西
海辉农业有限公司机械化制种基地，工人忙着培育父本
母本秧苗，新一轮制种耕作紧锣密鼓。公司负责人李民辉
说：“我们实现了耕肥、育秧、插秧、统防统治、收割、烘干、
加工等主要环节的全程机械化，今年计划制种1.4万亩。”

今春，广西各级农机部门提早谋划、抢抓农时，
充分发挥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等农机服务组织的技

术和装备优势，开展代耕、代育秧、代种、代插等作业服务，推进农机服务
产业化，提高农业机械的利用率。同时，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基层、进村
屯、入农户，开展农机新技术的示范推广。截至目前，全区已有75万台农
机完成维修、保养，已经培训机手和修理工3.48万人次，预计投入春季农
业生产农机具数量将超170万台。

近日，三峡南岸的枝城港里，机声隆隆，装
满化肥的车辆鱼贯而入，数十名装卸工人配合
叉车将车上的化肥成批装上火车。“春耕在即，
各地都抢抓化肥等农资生产，我们及时编组、
快装快运，为农资运输开绿灯，让化肥种子奔赴
农田一路畅通。”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下
称“武铁”）宜昌车务段枝城车站调车区长文强
介绍，春运以来，他们车站日均装车106车，其
中化肥、农用物资就占每天运量的78%以上。

“每年立春之后，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就开始
了，湖北化肥生产龙头企业的订单量持续增大，
我们车站也迎来了最忙的时候。”文强说，他们此
前已经提前制定了春耕物资运输方案，并去宜昌
各地化肥生产企业调研走访，与货主共同制定了
个性化的运输方案，为春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针对近日雨雪天气的极端情况，我们一
方面优先调度篷车、集装箱等车源，另一方面
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助力农资不受损，早
装车、早运输。”枝城车站副站长舒云峰说，枝
城车站与企业构建了农用物资装运直通机制，保障“货不落地”
快速入箱，化肥从出厂到装车运输6小时以内就可以完成。

春运以来，武铁宜昌车务段已累计发送化肥55万吨，让
农资以最快速度运送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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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依
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草珊瑚中药材
种植等林下经济，实现农民增收、林业增效。图为
榕江县兴华水族乡星月村草珊瑚种植基地内，村
民在采收、晾晒草珊瑚果。

周光胜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市山镇竹源
村因地制宜扶持当地农户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油
茶，使油茶成为山区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绿色产
业。图为竹源村油茶种植区。

谢 东摄 （人民视觉）

随着气温回升，重庆市开州区东华村的油菜花近日竞相绽放，村民们抢抓农时在花
田里开展翻耕、春播、育苗等农事活动。

王晓宇摄 （人民视觉）

春耕备耕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