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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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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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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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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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蒋成 潘德鑫

每年我国生产流通环节
食物损耗3亿吨
播种粗放、采收不精，储运环节冷链不完善是主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
火热的年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经
济命脉，粮食生产尤为重要，人们对
夏收工作非常重视，对夏粮小麦更
是十分珍惜，除了组织大队人马把
成熟的小麦收割回来，还要将遗漏
在田地里的小麦捡拾干净，讲求的
是“龙口夺食，颗粒归仓。”

用现在的话来说，拾麦子是农
业生产，麦收季节的劳动；捡麦子是
人们爱护粮食生产，实现颗粒归仓
的生产行为，普遍的存在。

拾麦穗

网友“东丰”：拾麦穗是“60后”

“70后”们集体的记忆。那些年大

都欠粮，大人小孩都会在麦收时节

在田里拾麦穗。那时学校也会在麦

收时段给学生放麦假并分任务，麦假

过后到学校还要带几斤麦子上交。

网友“魅影”：我们小时候也是

捡过麦橞！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

很艰难，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

网友“路路通”：拾过，当时全

县搞勤工俭学，必须捡麦穗揉成麦

上交。

网友“乘风之水”：拾麦穗一般

都是老人带着儿童，重体力劳动干

不了做一些轻便一点的，儿时跟随

老人在田埂和路边拾得最多。

在沈阳苏家屯区的田地里，秋收

后田地里有遗落的玉米和稻谷，很多

农民自发到田地里捡拾，确保粮食不

浪费。 （资料图片）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