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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
院教授

徐鹏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副
院长、教授，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

郑旭媛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
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知宜 蔡茂楷

◇孔祥智 ◇徐鹏 ◇郑旭媛

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三位专家谈大食物观的“福建实践”

30 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创造性
地提出大食物观。30 多年来，福建省在大食物观的
科学指引下，开发利用丰富的山海资源，在稳定粮食
生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持续创新探索、久久为功，取得显著成效。30多年大
食物观的生动实践对福建的农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
级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福建实践”又能为大食
物观提供哪些宝贵的智慧和经验？接下来，如何向
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要食物”？本期对
话邀请孔祥智、徐鹏、郑旭媛三位专家学者展开探讨
交流。

大食物观在福建被首次提出至今的
30多年，也是福建省因地制宜写好“山
海田”文章的30多年，实现了从守住“一
分田”产粮，向依山开“粮库”、傍水造“粮
仓”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转型

主持人：从《摆脱贫困》中“现在讲的粮食即食
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的阐释，
到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坚持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30多年来，大食物观内涵
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我们如何理解大食物观？

孔祥智：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里提出了
“大粮食观”的理念，其含义与大食物观是一致的。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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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思想的落实已经从单
项政策推进到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再到构建监测
统计体系，成为我国农业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可
以看出，30 多年来，大食物观的内涵不断拓展。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总体稳中有
进，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城乡居民
的食物消费及营养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
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向“吃得好”的历史性转
变。确保粮食安全不再仅仅考虑产能问题，更应考
虑质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在口粮绝对安全且居民
食物消费结构渐趋多样化的背景下，解决好 14 亿多
人口的吃饭问题必然要求树立新的食物安全观念，
充分考察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类食物的供需情况和
发展趋势。由于各类食物在消费过程存在替代效
应，而在生产过程存在转换和竞争效应，例如畜禽
肉由饲料粮转换而来、蔬果和粮食种植用地相互替
代等，将各类食物统一纳入食物安全框架更显得尤
为必要。基本理念是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各类国土资源，保障 14 亿多人吃得饱、
吃得好、吃得健康。同时也表明我国城乡居民食物
消费结构已经从以粮食为主转向粮食和肉、蛋、奶、
菜、果并重，多元化特征凸显，必须按照这一需求特
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郑旭媛：1988年 9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指出：“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
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
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拓展更多食物地
理空间来源的“大粮食观”，到在观念上实现系统性
创新的大食物观，从更广阔的视角为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指明方向，也给出了走好中国特色粮食
安全之路的有力回答。

当前我们讨论大食物观，在持续构建多元化的
食物供给体系外，开始强调食物的产业化发展。农
产品尤其是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在食物数量保障、质

量提升和可持续供给上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化发展
保障食物供给，使得小而分散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实
现集群发展，从传统生产方式向规模化、专业化、现
代化生产方式转型，有利于食物稳定供给。同时也
促进食物质量提升和实现食物可持续供给，有利于
标准化生产、组织化管理和品牌化销售、保障食物质
量安全，具有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优势，有利于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应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大食物观在福建首次提出以来，经过30
多年的长期实践，对福建的农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
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鹏：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提出要
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
宜发展经济的路子。福建省立足“八山一水一分田”
地理格局，准确把握山海协作工作重点，统筹发挥

“山”的特色和“海”的优势，构建了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出茶叶、食用
菌、水产、水果、蔬菜、畜禽、林竹、花卉苗木、乡村旅
游、乡村物流等十大乡村优势特色产业。

就海水养殖产业而言，福建省从 2019 年起成为
我国海水养殖第一大省，其中大黄鱼和鲍鱼养殖产
量占全国的80%以上，紫菜、海带、牡蛎等产量也位居
全国第一，对虾、海参、石斑鱼等也占有一定比重，多
年来已经发展出年产值超过千亿元的海水养殖全产
业链，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福建省同时还是我国
海水养殖产业的种业中心，海水养殖苗种产量全国
第一，2021年鱼、虾、贝、海带苗种产量分别占全国总
产量的 35.74%、19.4%、47.16%和 77.85%，在国内有重
要地位，形成了鲜明的产业优势。

郑旭媛：大食物观在福建被首次提出至今的 30
多年，也是福建省因地制宜写好“山海田”文章的 30
多年，实现了从守住“一分田”产粮，向依山开“粮
库”、傍水造“粮仓”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转型。福
建省大力开发多样性自然资源，从 30 多年前食物总
量匮乏，肉类、水产品、蔬果等农产品种类较少、产量
低，到现在粮食单产提高的同时，食物供给更加丰富
多样。2022 年，福建省蔬菜产量 1599.77 万吨，成为

“南菜北运”主要供给省份之一。2022 年，福建全省
水产品产量 862.35 万吨，比 1990 年增长 5.11 倍，同
年，海水养殖产品产量 547.79万吨，约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畜牧业生产也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变，畜禽规
模化水平和产业竞争优势居全国前列。经过30多年
的长期实践，福建省实现了农产品供给从短缺到总
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
生产迈入新发展阶段。

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需形成与
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
匹配，又能充分利用特色自然资源的农
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主持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既向陆地要
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科学开发江河湖海食物资源，
建设“蓝色粮仓”，福建省有哪些具体有效的经验做法？

徐鹏：我国拥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
积、约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
国，为开发以海洋国土为空间载体的“蓝色粮仓”创
造了良好条件。福建省近年来通过建设“海上粮
仓”，不断增强水产品供给实力，持续发展海洋经济、
加强海洋资源开发，构筑临海蓝色产业带、闽西北绿

色产业带、闽东南高优农业带。目前，已开发“闽投1
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打造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
业基地，拥有远洋渔船 637 艘。水产养殖快速发展，
水产品育苗覆盖鱼、虾、贝等120多个品种，水产品人
均占有量200余公斤，居全国第一。从近海到深海远
洋，从传统养殖到种业研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逐步
建立。

“蓝色粮仓”需要跨学科、多产业的深度融合，特
别是海洋种业作为水产产业的“芯片”，对打造“蓝色
粮仓”具有重要意义。依托福建省海洋种业科技力
量，密切产学研深度合作而组建的“海水养殖生物育
种全国重点实验室”，近年来聚焦海水养殖生物重大
新品种培育和前沿育种技术创新的重大任务，不断
培育水产新品种并示范推广，为“蓝色粮仓”建设提
供有力的种业科技支撑。具体而言，我们持续加强
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通过与相关科研院所、水产种
业公司合作，加快前沿技术转化；抓住优质、高产、突
破性优良品种的培育示范，应用全基因组选择、群体
选育、家系选育等育种技术，先后培育出大黄鱼“富
发1号”、绿盘鲍、方斑东风螺“海泰1号”、海带“海农
1 号”、坛紫菜“闽丰 2 号”、日本囊对虾“闽海 1 号”等
海洋水产优良新品种。与此同时，还有多个优质高
产抗病抗逆的水产新品系正在选育进程中，为“蓝色
粮仓”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化良种保障，实现
藏粮于技、藏粮于海。

主持人：不同地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环境承
载力、人口规模、产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因地制宜
践行大食物观，应如何构建同资源环境条件相匹配
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孔祥智：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提出，适应了
我国多样化农业资源的特点。我国有林地 40 多亿
亩，草原近 40 亿亩，但林地和草原主要发挥生态功
能，生产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各地农业
资源禀赋差异大，践行大食物观，首先要明确主产
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
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确保一定的粮食播
种面积和总产量。其次，充分利用区内各类农业
资源，尤其是丘陵、山地、荒山、荒坡、盐碱地、沙漠
等资源，过去没有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在要
尽可能利用起来，丰富居民的“菜篮子”。再次，挖
掘野生资源，我国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要用现代科技手段把这些资源利
用起来。最后，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开发山地、
丘陵、草地等资源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竭泽而渔。

徐鹏：大食物观要求全方位、多途径利用资源开
发食物，发挥各地资源环境条件优势，挖掘、开发适
宜本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的农业品种。

以福建为例，福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全境绝大部分都由山地和丘陵组成。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福建省积极寻找海洋与山区、沿海与内地
的产业互补空间，发展海洋经济、林下经济，指引百
姓登山越海，将水产品、食用菌、茶叶、花卉苗木等
特色资源发展为富民产业。2023 年福建林下经济
利用面积 3229 万亩，产值 830 亿元，竹笋产量 207 万
吨，居全国第一。同时，2023 年福建肉类总产量达
到 311 万吨，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增长 2.5 倍；水产
品人均占有量 200 余公斤，居于全国第一，全国超八
成的大黄鱼来自宁德，宁德大黄鱼成为福建特色品
牌。福建的茶叶、食用菌、林竹、白羽肉鸡等农业特
色产业全国领先。

郑旭媛：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需形成与市
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又能充
分利用特色自然资源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

局。福建省在实践中依托资源特色与自然条件，因
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充分利用“山海田”深挖食物
供给潜力。

一是持续深挖粮食生产潜能。福建省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打造种业高地，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和
总产量保持全国第一。虽然福建省人均耕地少且多
坡耕地，但仍致力于在有限的耕地空间内提高耕地
利用率与机械化率，发展出诸如大田稻菜轮作和大
棚秧菜轮作的“再生稻＋”山地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二是上山入林开发森林粮库。福建省化山区劣
势为资源优势，全面发展木本粮油、森林果品、森林
蔬菜、森林药材、森林饮料等多元化食物产业。通过
探索创新经营模式、打通产学研合作、打造区域公用
品牌等多举措，推动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做强，现
有油茶林约250万亩、茶油产能达2.4万吨，总产值超
过 50多亿元；建瓯市锥栗面积 57万亩，年产值 6.7亿
元；铁皮石斛、金线莲和紫灵芝等中药材约占全国资
源19.2%。

三是临水而渔建设海洋牧场。福建省不断优化
渔业发展空间布局，加快发展设施水产养殖业和深
远海养殖产业。在陆域与近海养殖空间趋紧的情况
下，全面完成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福建省累计投
放人工鱼礁超过 9000 个，繁育优良苗种近 2 亿尾
（粒），海洋牧场总面积超10平方公里。

要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
力要食物，以农业技术创新引领提升多
元化食物供给能力，应强化农业科技支
撑、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大关键技
术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力度，提升农业
科技与装备水平

主持人：要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就要
把农业多样性资源开发成优势特色产业，“山海田”
间的多样“土特产”怎样释放现代农业产业活力？

孔祥智：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强调地方“土
特产”的生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
牌。也就是说，开发“土特产”要有规模，还要打造品
牌、延长产业链。挖掘地方“土特产”，不仅要挖掘本
地传统产品，如莱阳梨、潍坊萝卜、富平柿子等，还可
以瞄准国际市场，利用本地资源，开发一些适合特定
国家人群传统需求的产品，比如近年来浙江衢州、四
川雅安等地大力发展鱼子酱产品；山东临朐、安徽霍
邱等地大力发展鹅肝等，主要用于出口，都在国际市
场上占有很大份额，这些产品的开发，彰显了中国品
牌的强劲竞争力。

郑旭媛：产业化发展特色农产品，是实现食物持
续供给的关键。农业资源多样性地区农产品品类多
而有特色，但往往具有生产主体分散、产业链短、产
品附加值低的弱点。

开发优势特色食物产业，首先需要重塑特色食
物产业链，既要丰产也要丰收。通过补足短板，发力
长板，锻炼新板，延伸产业链，协同发力农产品增产
增值。通过加强产业融合，以丰富的业态拓展和提
升农业多功能性与价值，释放农业产业活力。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生物技术提升种
质激发农产品增产潜能，通过智能农机装备和精准
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度与效率；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农产品销
售新模式、挖掘农业多功能性，提高农产品效益。

再次，打好“品牌”牌，为优特农产品扬名。利

用好地理标识与区域独特的差异化资源，创建有
地域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具有成长潜力的
企业品牌。同时创新品牌推广方式，通过精准的
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为优特农产品打开市场。
福建全省累计获批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3000 多
个，居全国第一位，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福
农优品”，涵盖全省 70 个县（市、区）3000 多种绿色
优质农产品。

主持人：践行大食物观，除了体现在有形地理空
间之上，更要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要
食物”，以农业技术创新引领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能
力，体现在哪些维度？

孔祥智：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增
加食物来源的有效途径。耕地就那么多，稳产增产
根本出路在科技。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
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大的突破，各国都在
抢占制高点。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绝不能落
后。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发
出新的品种。比如市场上蔬菜、花卉品种不断更新，
琳琅满目，就是科技创新的结果。新品种的研发还
可以提高产量和质量。二是通过使用新技术提高产
量，如田间管理技术、肥料技术、机械技术等，都可以
达到提高产量的效果。三是通过新技术延长产业
链、生产出更多的加工品。农产品必须经过加工环
节才能变成食品，而食品种类繁多，具有多种可能
性，依靠的是研发人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要
向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要食物。

徐鹏：要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
要食物，以农业技术创新为引领提升多元化食物
供给能力，应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支持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力度，
提升农业科技与装备水平，具体体现在：其一，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加强地方
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完善联合研发和应
用协作机制，加大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
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其二，加强农
业科技平台和育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投入。高
水平的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有高水平科技研
发平台和基础设施的支撑和保障，有必要加大、加
强农业领域重点实验室、育种基地和良种场的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水平农业科技研发活动，为农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新质生产力支撑。
其三，培养、建设高素质创新型农业人才队伍。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夯实高水平建设农业
强国的人才支撑。培养一批具有原创精神、具备
交叉学科素养、掌握前沿科技的农业科技领军人
才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在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创新
平台建设、产业技术体系中挑大梁的青年科技人
才队伍，培养一批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农业农
村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队伍。

主持人：以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
如果按照传统观念，粮食生产有着“先天不足”，然
而在大食物观视角下，“山海田”皆是食物生产资
源。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福建省生
动铺开了大食物观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农业发展实
践。“蓝色粮仓”实现藏粮于海、“森林粮库”挖掘林下
经济潜力、“土特产”开发优势农业品牌，科技创新提
升供给能力，大食物观与大农业观的“一体两面”，不
仅让食物来源向更广阔的国土空间扩展，也让老百
姓的餐桌更加丰富、健康。从福建到全国，大食物观
在实践中彰显宝贵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树立和
践行大食物观，关键在行，前景无限！感谢三位嘉宾
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