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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
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
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不行。

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积极践行
大食物观。

巴渝多山，一山望一山；巴渝多水，一水带一
水。

田里的稻与虾，同生长、产出丰；山里的野生
菌，管得好、卖得俏；湖里的水产品，养得好、种类
多……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人们的食
物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
给，是树立大食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题中应有之义。

重庆拥有8万余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和
510条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河流，是名
副其实的“山水之城”。大自然的馈赠让重庆践
行大食物观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气。

打“科技牌”、唱“林草戏”、念“江河经”……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行走在巴山渝水间，调查各
地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
要食物，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探索与实践。

如何保障供给？
应用新技术，深挖2805万亩

耕地的潜力

国家之大，粮安天下。大食物观的基础是保
障粮食安全。

粮食从哪里来？答案显而易见：耕地。
然而，重庆的耕地条件并不够好，突出表现

在结构方面，山地丘陵占比九成多，“鸡窝地”“巴
掌田”不少，其中，15度以上、只能算作“可以利
用”的土地约为1097万亩，占全市2805万亩耕
地的近40%。

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耕地，产出更多的食
物？

一系列新技术、新品种得以应用、推广，为保
障供给奠定了坚实基础。

碧绿细长的叶片扫过指尖，抚摸着已有齐膝
高的水稻，铜梁区平滩镇立灯村种粮大户王宜坚
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他连续3年选择市农
科院自主培育的“神9优28”水稻品种，种出的
稻谷不仅质优而且价高。

“神9优28”是我市第一个品质达到国标一
级米水平的水稻品种，每斤收购价可达到1.37
元，比其他水稻品种高0.1元以上。“淀粉转化得
更完全，外观更晶莹剔透，加工后的整粳米率达
75%，比其他品种损耗更少。”市农科院水稻所副
所长李贤勇介绍。

种种优异的特性，让“神9优28”受到广大
种植户的欢迎。截至2021年底，“神9优28”已
在全国累计推广100万亩，涉及湖南、云南、江
西、浙江等11个省，实现了南方稻区全覆盖。

研发良种之外，新技术的推广也在持续进
行。

这段时间，南川区白沙镇顺竹村的村民在往
稻田里投放鱼苗。“‘稻鱼共生’一举两得。”村党
总支书记李孝开说，在稻田里养鱼，鱼在生长中
会不断取食水稻害虫，减少农药使用后，水稻品
质提高。鱼产生的排泄物还能作为肥料滋养水
稻，游动的鱼还可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

“最关键的是，一份地实现了两份产出。”李
孝开说，由于是绿色种养，水稻的价格能达到每
公斤20元，稻田鲫鱼的价格每公斤能达到40
元。

水田如此，旱地同样如此。
在梁平区云龙镇人民村，“新农人”刘江一口

气申报了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选择大
豆玉米套种，玉米不减产，还能多收一季大豆。”他
算了笔账，500亩就是接近10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我国对饲用蛋白和植物油脂的需求
量迅速攀升，但由于耕地资源有限，难以扩大大
豆种植面积，大豆自给率不足15%。

为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
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截至目前，我市已
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5.25万亩，超额完
成国家下达目标任务。

如何增加品类？
研发新产品，既满足“量”的需

求也实现“质”的升级

随着大家对食物结构的需求逐渐多元化，主
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这种变化，
为农业生产、产业升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从“粮食”到“食物”再到“大食物观”，这是一
个与时俱进的观念转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观
念创新。对接市场需求，一系列新产品的出现，
满足了多元、营养、健康等消费需求，让大家想吃
就能吃。

以往，“吃不吃米饭”是南岸区居民李思物这
样的糖尿病患者十分纠结的问题：吃，米饭中含
有大量淀粉，分解成糖分后，血糖无法有效控制；
不吃，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甚至出现低血糖现象。

市农科院研发的新品种功能米，是李思物们
的“福音”。从外观上看，功能米和普通大米没有
太大差别，但食用后血糖不会升高。正因如此，
功能米一经问世就供不应求，一斤谷子就能卖
2.5元，卖出了普通大米的价格。

端午节期间，奉节平安乡的特色食品“神仙
豆腐”订单不断。“神仙豆腐”原材料是漫山遍野
的灌木豆腐柴的树叶，经过清洗、杀菌、揉捻、搅
拌、速冻、包装等加工流程，就成了清鲜嫩绿的特
色食品，系列产品“树叶凉粉”“树叶冰粉”销往全
国市场，去年销售额已突破千万元。

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神仙豆腐”，长出了一条
种植、采收、加工、分销的产业链，带动了群众增
收。如今，平安乡周边 9个村共种植豆腐柴
4000余亩，吸纳了上千余农户种植，其中脱贫户
147户，人均增收2000元。

厨房、餐桌上的点滴变化，背后反映出的是
消费需求的升级，树立大食物观，就应打好“组合
拳”，既满足人民对“量”的需求，也实现食物“质”
的升级。

如何突出特色？
延伸产业链，立足“大国土”拓

展“食物地图”

大食物观是传统粮食观的延伸，跳出“食物
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模式，在保护
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挥资源禀赋扩大食物来
源，将食物获取途径从耕地资源外延到整个国土
资源。

拥有800万亩水域面积的重庆，每年淡水鱼
市场缺口却高达1.2亿斤。如何填补空缺，将江
河湖泊变成“粮仓”？

6月9日下午2点，大足区玉滩水库。冒着
淅沥小雨，渝福生态农业合作社捕鱼队的10名
队员乘船出动去收鱼。去年，这里的渔业收入达
800万元、渔业利润400万元，同时解决了70余
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
一：一方面，在水库生态养殖鲢鱼，带动村民增
收；另一方面，鲢鱼捕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保
护一湖碧水。

玉滩水库生态鱼，是我市全新打造的渝湖牌
水库鱼的一部分。我市将利用好200余座大中
型水库、40余万亩水面，预计至2025年，渝湖牌
水库鱼最大产销量约4000万斤/年，填补全市水
产品缺口的30%。同时，打通从苗种到餐桌的
产业链条，打造重庆首个“区域领军、行业知名、
中国驰名”的观光渔业文化产业集群。

森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是天然的大粮仓，
我市拥有6700万亩林地园地，发展林下种、养殖
大有可为。

喀斯特地貌赋予綦江安稳镇丰富的山地和
林草资源，靠山吃山，村民养殖山羊已有数百年
历史，但大家以往只是卖羊，产业一直不温不火。

“现在市面上对餐饮零售化的需求越来越
大，我们请西南大学的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推出
了羊肉粉、泉羊宴、羊肉单碗等产品，延伸了产业
链，增加了收益。”安稳镇农服中心主任袁洪春表
示，安稳山羊从圈舍到工厂再到百姓餐桌，走上
了餐饮工业化、零售化道路。

重庆目前的羊肉消费量是每年800吨，而羊
肉产量只有300吨，在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占
比65%，羊肉占比很小，“林下养殖山羊，还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袁洪春说。

来自市林业局的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市将
因地制宜开展林药、林菌、林菜、林禽、林畜、林蜂
等林下多种经营，到2025年林下经济面积达到
500万亩。同时，依托“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等
生态工程实施，着力重点发展柑橘、脆李等特色
经济林，到2025年特色经济林总面积稳定在

1700万亩左右。
两江环抱、山水之城，重庆坐拥广阔的绿色

国土和水域空间，这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也是超乎想象的庞大“粮仓”。我们践行大食物
观，就是要不断挖掘山水潜力，丰富百姓的“粮
仓”。

□本报记者 颜安

践行大食物观，就是要在保护好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
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宜林则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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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挖掘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资
源和耕地、森林、海洋等国土资源潜力的同时，
我们要多打大算盘，多算长远账，具体来说，要
注意防范四种风险。

首先是生态风险。
土地是有生命力的。在璧山区健龙镇，过

去一段时间土地常年“超负荷工作”，加上农民
习惯施肥打农药，土壤酸化板结十分严重。这
样的土地，很难长出绿色农产品。通过几年的
休养生息，目前当地的土质明显提高，作物也
长得更好。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性，对发挥好土
壤的潜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们要注意开发
强度，不能涸泽而渔，尽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量，多使用有机肥，用科技手段维持土壤的生
命力和活力。

其次是市场风险。
当前，从国家到地方，在食物的供给上总

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以正在上市的李子
为例，李子是目前我市仅次于柑橘的第二大
水果产业，全市种植面积143.9万亩。而贵州
蜂糖李、诸暨红心李的大量入市，让本就饱和
的市场更加拥挤。一般的农产品并没有粮食
这样的国家补贴和兜底，如果不顾市场需求
盲目发展，很可能会给产业链上的相关从业
者带来伤害。

因此，大食物观虽然要求提供丰富的市场
供给，让群众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美，但决不
能忽视市场供求这一基本经济规律。

第三是法律风险。
大食物观提出要推动食物多元供给，这可

能会催生许多特色的种植、养殖。过去，一些
地方曾养殖大鲵、梅花鹿、孔雀，这些都是属于
国家保护动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才可以人
工养殖。

所以，各地在践行大食物观时必须遵守国
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守疫病防治的相关规
定，避免法律风险。

最后是生物风险。
为了丰富市场品类，有的地方可能会从

国外引进生物品种，这时就一定要注意防范
生物风险。我们熟悉的小龙虾、福寿螺、水
葫芦等均是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物种，
因此引进时一定要强化风险意识，保护好生
物多样性。

多打大算盘
多算长远账

挖掘挖掘 潜力潜力 丰富百姓丰富百姓山水山水 粮仓粮仓

记者手记>>>

◀4 月 13 日，
巫山县庙宇镇永安
村，种粮大户使用
精量条直播无人机
进行水稻播种。

特约摄影 王
忠虎/视觉重庆

我市持续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市持续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图为图为44月下旬月下旬，，梁平区云龙镇人民村一种植户梁平区云龙镇人民村一种植户
播种大豆和玉米播种大豆和玉米。。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刘辉刘辉//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重庆践行大食物观的调查与思考重庆践行大食物观的调查与思考

▲6月9日，大足区玉滩水库，渝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捕鱼队队员正在冒雨开展捕鱼作
业。 通讯员 欧柚希 摄/视觉重庆

◀2 月 14 日，
位于沙坪坝区中梁
镇的开心农场草莓
园，市民在采摘草
莓。

通 讯 员 郭
晋 摄/视觉重庆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重庆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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