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祁倩倩

林佳“双 11”的“战利品”终于都到了，作为一个
资深“吃货”，食品类的快递占了半壁江山，这其中大
部分又是各地农科院出品的农产品：中国农业科学
院（简称中国农科院）的燕麦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简称中国热科院）的巧克力，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简称云南省农科院）的土豆片……在北京某互联网
公司从业多年的林佳，这些美食能让她从繁忙的日
常中得到一丝抚慰。“现在网上特别多‘安利’各地农
科院农产品的帖子，可火了。”

农科院农产品的火爆，从数字上看或许更为直
观：在某电商平台，上述三款产品在旗舰店的销售量
分别为 20 万+、6 万+、40 万+。对林佳来说，下单的
原因无非就是“好吃、放心”，“农科院研发的，听上去
就很厉害。”

“好吃、放心”四个字凝结的是几代农业科学家
的心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低产到高产……育
种科学家们把这些“沧海遗珠”打捞出来，精心培育，
反复实验，只为了选出最优良的品种。林佳简单地
动动手指，好吃的产品就从全国各地“飞奔”而来，而
这背后是“从实验室到货架”这一链条的打通，有赖
于全行业从业者的共同托举。

没有毫无由来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爆
火。我们拿出“解剖麻雀”的耐心，走近农科院农产
品的产地、实验室和车间，寻找美味的“配方”，探究
其成功的秘密，为的是让更多农业科研成果顺利落
地，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消费者的视野，成就舌尖
上的美味，更构筑消费者心底的信任。

当健康饮食成为刚需

世壮燕麦片，是林佳多次复购的一款产品，由中
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制。她无意间在内容平
台上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推荐，说这款燕麦片味道不
错，还有降血脂的功效，有利于身体健康，当即线上下
单。一尝不要紧，林佳立马成了“铁粉”。身边很多人
像她一样，在挑选食品时，健康成为重要的考量因
素。这恰好折射了当下的一种消费趋势：从吃饱到吃
好，再到吃得健康，背后映衬出的是国人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饮食理念的变迁。权威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消费者健康关注度持续增
长，81%的消费者表示自己比过去明显更关注健康。

“它和我以前买过的燕麦片口感非常不一样，吃
起来软滑有嚼劲，冲泡或煮沸后‘水麦交融’。”林佳对
这种味道念念不忘。

这要归功于世壮燕麦的品种。“市面上大部分进
口燕麦产品选用的都是皮燕麦，而世壮选用的裸燕麦
蛋白质含量更高，淀粉含量更低，其中最大的‘功臣’
β -葡聚糖成分，是一种可溶性纤维，不仅让燕麦的口
感更好，降脂功效也更加突出。”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所办企业——北京特品降脂燕麦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经理杨鹏揭开了燕麦好吃的秘密。为了能保
留燕麦片最本真的香气，燕麦熟化后直接压片，不再
经过深度加工和其他添加配制。在各种果味、混合装
的燕麦片异军突起的市场上，世壮燕麦以“学院派”和

“健康风”站稳了脚跟。
甚至连“罪恶”的零食，也在“洗心革面”了。林

佳今年“双 11”的“战果”中，一款土豆片吃起来不
腻，而且口感酥脆。它是由云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联合滇二娃生物科技（云南）有限公司研
制的。农产品加工所预制菜与休闲食品研究中心
主任马菲菲带领研发团队，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经历无数次试验，终于找到可供保存和运输的最佳
烹饪方式——快速入料、低温慢炸。为了保证品质
稳定，团队还根据不同品种的云南土豆来灵活调整
油炸温度与油炸时间。但土豆片终归属于油炸食
品，为了避免口感油腻，云南省农科院给出了不少
加工工艺的建议：采用原切片，而不是二次成型。

“所以它看上去大大小小不一样”，马菲菲解释说，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原料香味，同时能减少油脂
含量，保持土豆片的硬脆度。

闪闪发光的科研招牌

跟林佳一样，众多消费者选择农科院农产品，
除了舌尖上的享受，看重的其实就是“农科院”这三
个字。

“这么大的科研机构出的东西，能不好吗？”林佳
凭直觉认为，农科院出品就是“厉害”“品质好”“放
心”。可这个“好”是如何诞生的，含金量有多高，凝
结了多少科学家的心血，她一无所知。

就拿林佳购买的中国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与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兴科公
司）联合研制的普莱赞巧克力来说，从“田间到舌尖”
的距离，科学家们花了60多年的时间才抵达。

1954 年，从东南亚归国的华侨将少量可可种子
带回了他们温暖适宜的新家——位于海南岛东南部
的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然后就是一个三代科学家
在60多年里接力长跑，共同孕育科研之果的故事：先
是摸透可可的生长习性及对气候和环境的要求，以
及基本的大田管理技术，随后选育出第一个具有知
识产权的可可丰产抗寒品种“热引4号”；在传统的实
生育苗模式上，研发出嫁接繁育和成龄树嫁接换种
技术，为我国可可产业从无到有，从1到无穷，写好那
个大写的“1”。

优化选育可可品种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可
种下去 3年才开花结果，然后从中挑选表型好、性状
稳定、产量高的进行区域试验，将试验植株分别种在
3个市县进行连续 3年的观察研究，一轮试验历时五
六年才有第一手数据。之后还要进行小范围生产性
种植实验，看这个品种能否大面积推广。”中国热科
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可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付
鹏觉得育种就像养育一个孩子那样漫长，养大了还
不够，还希望他能有出息，得到产业化应用。

而海南的耕地面积有限，可可也不是优势作物，

培育高产品种就是实现产业化的关键一步。2016年
认定的我国首个可可品种“热引4号”，是从500多份
种质资源中选育出来的，具有高产、耐寒等特点，其
单产是世界可可平均单产的3.5倍，追平了中南美洲
地区代表的世界最高产量：每亩100公斤。而且它表
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可在海南岛全岛及云南部分区
域推广种植。

除了接力攻关，“万里挑一”、一波三折的育种故
事则在中国农科院上演着。早在 1959年，作物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陆大彪就开始思考研发一种适合国人
饮食的燕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陆大彪组织各
地农科院所，征集了数千份国内外燕麦品种。在进
一步对 1492份燕麦资源进行品质分析时发现，燕麦
中脂质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亚油酸含量最高，
而当时很多国内降脂药的成分恰好就是亚油酸。

基于这一发现，1981年至1986年的6年间，陆大
彪联合北京 18 家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验证，通过 5
轮动物实验和3轮给病人服食的试验得出结论，燕麦
片的降脂效果与降脂药效果基本持平，确定燕麦有
降脂功效。为了确定最优质燕麦品种，科学家们又
开始进行品种筛选工作，当时中国农科院长期库里
有 1000多份裸燕麦品种，按规定每个品种只能借出
几十粒种子，而要做测定至少需要上万粒，科学家们
只能先种地扩繁才能进行测定筛选。筛选做了五
年，其中前三年都在种地。

种子有了，测定仪器又成了一件难事儿。当时
全北京只有一台能测β -葡聚糖的仪器，测试一份的
成本高达5000元。科研人员只能自主创新发现了酶
式测定法。综合β -葡聚糖含量以及口感，主打燕麦
品种“中燕1号”从1000多份的样品中脱颖而出。

从实验室到货架

从平台挑选产品，经过快递运输，林佳就可以品
尝美味了。在这个过程之前，产品要想抵达它的目
的地，还有众多的关卡需要打通，其中最关键的一步
便是科技成果转化。

这方面中国热科院最有发言权。相比当前学界普
遍较低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中国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的成果转化率高达97%。而普莱赞巧克力之所以能够
被看见，是因为主动选择站到聚光灯下，从小市场到大
市场，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1957 年，中国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选定兴隆

热带植物园作为收集保存国内外热带、亚热带作物
种质资源基地。从1997年开始，植物园开始集科研、
科普、生产、加工、观光和种质资源保护于一体，而香
料饮料研究所就瞄准了来植物园旅游的群体。60多
年的科技成果积淀，再到成果转化，再到旅游群体的
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供需平衡的完整闭环。

可香料饮料研究所所办企业兴科公司总经理苏
宁还是不满足，“总有种危机感”，所以在2019年前他
们就开始为更大规模的销售积极布局。比如建设了
海南第一条巧克力生产线，这样就解决了可可果在
往内地运输过程中发酵、霉变等问题。前两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来海南的游客锐减，这使得热科院
巧克力不得不加速走向更广大的市场。

市场思维更是贯穿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前
期调研阶段，苏宁捕捉到了当下一些新的消费趋势，
比如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便打算做黑
巧。他让团队把市面上表现突出的几款巧克力都买
回来，研究它们的产品类型、风味、口感，包装形式，
物流配送……确定了自己的产品定位后，立即给香
料饮料研究所提出研发需求，精准对接。“加工的就
找加工研究室，种植的就找种质资源研究室”，总之
就是“用市场来倒推研发”。

正是因为背靠国家级平台，让兴科可以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创新联合体”。苏宁总把
兴科的作用比作“桥梁”，“连接了政府、科研机构、企
业、协会，然后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各方的资源都
打通，不同的问题找对应的解决方，科技成果的转化
也就顺畅了。”

滇二娃土豆片的爆火速度会这么快，是农产品
加工所预制菜与休闲食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荣辉没
有料到的，“很大的惊喜”，对他来说，看到科研成果
能够变成产品，且被消费者广泛认可，这种成就感比
论文发表、项目结题更大。“而且这是一个双赢的事
情，企业应用了我们的技术，产品爆火了，也让更多
人知道了加工所，更多的企业来找我们寻求合作，从
而带动产业发展，最终反哺农民。”

今天的爆火，源于昨日的努力。它不是从天而
降的，而是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建立后，自然结出的果
实。云南省农科院将 2023-2025年定为科技成果转
化高质量发展年，在服务产业上，以服务企业为支
点，并开展“百团千员助农增收行动”：全省每一个县
都有一个科研服务团，服务农户、合作社、企业、政
府，动员全省的科技力量服务全产业链。

加工所还形成了“进厂入市”机制。科研人员每
年都要进驻企业跟企业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

了解企业需求。“我们不是随便做做样子，在天数要
求上，新入职人员每年不低于60天，其他人员不低于
30天。”李荣辉还提到了关系科研人员切身利益的举
措：在绩效奖励和职称聘任上，向从事科技转化工作
的人员倾斜。

让品牌形象极具辨识度

当科研成果变成产品后，接下来就要接受市场
的检验了。这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演练场，毕竟在网
购时代，销量和评价是每个人肉眼可见的，消费者动
动手指，就可以做出选择。

平平无奇的白色塑料包装袋，除了颜色、大小不
一的产品名称和提示语，正面包装附赠一份产品说
明，再无其他图案，这就是世壮燕麦的包装袋。第一
次看到世壮燕麦片的网图时，林佳差点被这简陋如

“饲料编织袋”般的包装劝退。不是他们不用心打造
“门面”，而是因为具有降脂功效，世壮燕麦片一开始
是在药店作为保健品售卖，所以才走了“药店风”。

当网络上出现一波对包装的吐槽声浪，杨鹏也
曾试图“迎合受众”，找了一家设计公司为产品定制
一款“新衣”。然而颇具戏剧效果的是，改头换面的
燕麦片一上市，消费者却以为是“假货”，不愿意购
买，所以只能又换回经典款包装。经过这次“换装事
件”，杨鹏看开了，“有人吐槽就是有热度。”在一片过
度精致中，这种“土到极致”的包装反而成了“破圈”
的特质。看习惯包装之后，对于林佳而言，这种简陋
竟有了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

当然，农科院农产品能在全网掀起现象级消费
热潮，不仅仅只靠“误打误撞”。它们始终致力于打
造差异化农产品、注重用户体验和感受，精准出击，
让品牌更具辨识度。

为了让国产土豆片有记忆点，滇二娃公司想用
透明袋来区别于市面上西式薯片采用的避光包材，
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然而一直受到包装袋透氧
率超标问题的困扰，苦苦寻求不到合适的材料。

与此同时，云南省农科院加工所也在积极寻找
更多科企合作的机会，因此当滇二娃找上门时，双方
一拍即合。李荣辉建议使用已经较为成熟的氧化铝
涂层技术，配合充氮气保证土豆片的口感和货架
期。“针对企业的需求，我们会选择性地推荐技术。
已经成熟且比较稳定、性价比较高、转化速度较快的
技术会被优先推荐，食品安全的路必须要走得稳稳

当当。”
面对众口难调的问题，苏宁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提供多个选择”。“比如黑巧，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可
可含量到 70%的产品，后来根据用户反馈不断调整，
陆续推出了 60%、75%、88%、100%四个类别，以满足
人们对甜度的不同需求。”

多样化的选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林佳就
把它当成了一种“吃苦能力的挑战”。“比如一开始我
只能吃不太苦的，后来就想逐步升级，等我可以吃最
苦的那一种时，有种打怪升级的快感。”而且当朋友
们知道林佳已经“打通关”时，纷纷向她“下战书”，看
看自己能不能吃得了她那种苦。

苏宁还告诉记者，兴科走的是垂直营销的策
略，普莱赞商标下只推出巧克力产品，“就是让人
们把普莱赞跟巧克力划等号，让它成为巧克力的
代名词。”

产品收益反哺科研

就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成功也不是完美
无缺的。农科院农产品极高科研含金量的背后，是
否要让消费者埋单？爆火的同时又带来了哪些挑
战，暴露了自身的哪些不足？

就拿价格来说，经过与超市里常见的其它品牌
燕麦片比价，同等克数的燕麦片，世壮稍贵几毛钱，
林佳几乎毫不犹豫就下单了，“这个价格还在能接受
的范围”。记者通过调研发现，与最初中国农科院门
店售卖的价格相比，世壮确实有所涨价。

在中国农科院北区的小院里，有一条世壮燕麦
片最初的生产线，现在已经被杨鹏当作公司的特色
展品，供日常来访的客户参观。20世纪80年代，世壮
燕麦片从这套设备上生产出来，然后卖出，成本价就
是销售价。而 2020年之后，世壮燕麦片开始全面上
线各大销售平台，整个产品价格管理体系有更多的
主体参与。经销商、平台分成、物流快递……每增加
一个流通环节，就会多一笔的成本支出，涨价也是
必然。

而且和普通的皮燕麦相比，裸燕麦产量低，因此
要保证供给，就要提高农户种植燕麦的积极性。杨
鹏在收购原料时，一般每斤会补贴 3毛钱，引导农户
种植“中燕 1号”品种。但近几年消费端的拉动使得
燕麦收购价逐年上升，杨鹏也觉得发愁，“维持现有
零售价已经是一种挑战了。”

一方面是产业链被延长的费用，另一方面是不
断试探市场上限的原料收购价，要维持终端价格稳
定，杨鹏很为难。但有的成本不得不投——如果燕
麦不持续提纯的话，品种会慢慢退化，从而丧失世壮
的最大优势，因而无论如何，育种研发成本都应该被
放在最优先级。“我们在育种方面每年的投入在 300
万元左右，优势不能丢，这是根本。”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现在，世壮燕麦片面世
已有 30 多年了，可以说，已经拥有了稳定的消费群
体，价格在合理区间上升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必然选
择。相比之下，近几年新出的农科院农产品大都处
于打开市场的阶段，因而基本走的是低价、实惠的
路线。

滇二娃土豆片14.9元6包，普莱赞巧克力29.9元
1盒，如同刚开始5元一袋的世壮燕麦，农科院农产品
大多通过“渗透定价”策略来打开市场，以相对较低
的价格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而迅速建立起市场份
额和品牌知名度，营造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形象。“总
得让大家先认识我们，然后再进行价格体系升级，根
据不同的用户需求进行产品区分，各司其职，这样才
能保证总体上是盈利的。”苏宁说。

产品收益反哺科研，科研升级支撑收益，在农科
院农产品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条定律。良好的收
益赋予了科研工作更多的试验空间，为农科院农产
品类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农科院技
术服务百姓餐桌的愿景。

当产能面临挑战

农科院农产品的火爆，不仅是科研界的荣光，更
代表着国产品牌被广泛认可。可就在全网销售火爆
盛况的氛围下，最应该高兴的从业者却成了最犯愁
的。当销量开始指数级增长时，从业者们关心的是
产能是否跟得上。当铺天盖地的订单涌来时，比起
惊喜，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压力，用杨鹏的话来说就
是“怕没抓住这次机会”。

药店限购、农科院门店缺货，仅仅靠小院的一条
生产线生产，根本没办法满足世壮燕麦片从药店走
向广大市场的需求，杨鹏只能去周边省市寻求解决
方案。经过两年的考察，他在山东省枣庄市新增了
三条生产线，建起了一座年产能力 5000 吨至 1 万吨
的燕麦片现代化加工工厂。

不巧的是，当工厂加工设备还在试运营阶段，燕
麦片就在网上突然爆火。“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
上。”负责设备调试的负责人杨金财三个月没回过
家，平时西装革履的他，每天灰头土脸地要么蹲着，
要么趴着拧螺丝，被汗水浸湿了的工作服裹在身上，
根本顾不得换。

除了提升生产加工能力，扩大原料供应也是弥
补产能的重要部分。因为世壮燕麦品种适合在高纬
度、凉寒地区种植，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市，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等地都是世壮燕麦
开拓的原料基地。去年，杨鹏又拓展了内蒙古种植
基地，并签订了一年两万亩的订单，进一步保证燕麦
原料的供应。

原料不足同样困扰着兴科公司。由于种植范围
有限，公司一方面通过创新联合体与村委会或者当
地政府协调，把一些闲置土地利用起来。另一方面，
想方设法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推广间套种等高效的
栽培方式。

一路跌跌撞撞，就像孩子的成长一样，农科院农
产品也在摸索中前行，好在它们正在长高，还在变
强，在人们的注视中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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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毫无由来的成
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
爆火。我们拿出“解剖
麻雀”的耐心，走近农科
院农产品的产地、实验
室和车间，寻找美味的

“配方”，探究其成功的
秘密，为的是让更多农
业科研成果顺利落地，
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
消费者的视野，成就舌
尖上的美味，更构筑消
费者心底的信任。

云南省农科院土豆片的原料种植基地。 资料图

在中国农科院燕麦内包车间，燕麦分料机在工作。 资料图

中国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可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付鹏在种质圃的温室内，开展可可种苗繁育技术的研究。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