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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丰盈成寻常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刘一明

雷少斐 赵倩倩

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莫歧、王凤朝两位老先生
精彩的双簧节目里有这样一句唱词：“我已备好了菜，
盼你早点儿来，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唱
词不断重复虽是为了增加笑料，但也恰恰反映了那个
年代我国北方居民冬季餐桌上物资不够丰富的窘迫。

现如今，肉蛋奶鱼、各色时蔬已成为我国居民餐
桌上的家常菜。然而，在 70多年前，这是老百姓想都
不敢想的奢侈。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大食
物观的指引下，我国蔬菜产业、畜牧业、渔业发展突飞
猛进，居民餐桌上的时蔬品类越来越丰富，肉蛋奶鱼
的供应从严重匮乏到丰盈多样，从没得吃到吃得安
全、有选择地吃，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发展中享受到
了有口福的幸福日子。

“菜篮子”拎得稳稳的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北方冬季蔬菜市场以
白菜、萝卜、马铃薯等耐贮存蔬菜为主，南方夏季蔬菜
市场多是叶菜，市场供应品类单一，许多北京市民至今
仍保留着冬天储备几颗大白菜的习惯。而如今居民餐
桌已迥然不同，折射出我国蔬菜种植结构的巨变。

8月末，北京市昌平区种植户谷永利的菜地里，半
亩秋葵已成熟，他正忙着采摘。“过去夏天种黄瓜、西
红柿，冬天种大萝卜、白菜。”谷永利感叹，过去哪儿见
过秋葵，更想不到现在能有这么多新奇蔬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生产力
的提高，我国逐渐从蔬菜生产不足，转变为蔬菜生产
大国，蔬菜也由副食变成餐桌“主角”。

“这里有蔬菜检测中心、蔬菜冷链中心等配套设
施，能高效保障蔬菜品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古槐
镇龙田村雪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蔬菜大棚内，各种
当季蔬菜苗生机盎然。企业负责人李向雪回忆，他
2002年开始种菜时，品种单一、市场较小、不成规模。

2008 年，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成立，有力
推动了蔬菜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李向雪也从小规
模种植向设施农业转变，从“靠天吃饭”向反季节栽
培、控水控肥的精细管理跨越。

“过去食用菌栽培较为粗放，品质和产量不稳定。”
深耕行业27年的陕西省汉中市康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建海，从最初的种植发展到提供菌种再到从事
技术服务，深刻体会到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变
化。“我们的规模化菌种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示范园区，年辐
射带动生产食用菌6000万袋，年产值4亿元。”吴建海说。

2015 年，《全国设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2015-2020年）》发布，极大地推动了各地蔬菜生产的
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

1988 年，原农业部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1995
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原则；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
核办法》，进一步提高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落实
力度。这些措施推动我国蔬菜产业快速发展，促进蔬
菜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从最初的300多亩扩大到2.3万亩，李向雪的蔬菜
生产基地遍布福建、河北、内蒙古多地，实现了跨区域
种植。目前，蔬菜年产量达 10万吨，通过多个电商平
台销往全国。

自1984年我国建成第一家蔬菜批发市场，到目前
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城乡市场流通体系。2023年，
我国又启动了“一村一品”电商平台，订单农业、产销直
挂、农超对接、网上销售等新型交易方式，推动蔬菜产
业进入电商时代，居民餐桌上的蔬菜种类也愈加丰富。

“肉盘子”装得满满的

一组有趣的数字显示：从早餐的鸡蛋，到夜宵的
烤串，全国14亿人每天要消费掉28.2万吨肉、9.7万吨
禽蛋、16.4 万吨奶，若是用火车来装，需要近 1 万节火
车皮。换算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每人每天消费1个蛋、
2两奶、4两肉。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几十年前人
们“吃蛋等过节、吃肉等过年”的匮乏。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从口粮到肉蛋奶都
实行统购统销、按人头分配。“那时候想要买肉，钱和
票缺一不可。肉票平时舍不得用，要攒到过年过节才
去买点肉。”在河南省焦作市，74岁的张彬家里收藏着
不少50年前的粮票、肉票、油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畜禽产品供应总体不足，畜
牧业也只能算是家庭副业。1978年，全国肉类总产量
856.3万吨，奶类总产量97.1万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肉蛋奶供给能力持续增加。

1980年，北京市民刘桂仙与爱人郭培基在胡同里
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 001的第一家个体餐饮工商
执照。他们当天买了4只鸭子，做成了香酥鸭、盐水鸭
等菜品，没承想来饭馆的人多得堵塞了胡同。

个体餐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刺激着畜禽产品的
消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种植业和饲
料工业快速发展，让畜牧业生产释放出巨大活力。

原农业部1988年提出建设的“菜篮子”工程，其中
一期工程就是建立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
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保证居民餐桌供应
充足。到1990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2857万吨，跃
居世界第一。从此，我国养殖业发展迅猛，畜禽规
模养殖场逐渐增多，一举扭转了畜产品短缺的
局面。

“过去我家只能养一头猪，不是不愿意多养，是没
东西喂猪，每天放了学都要去找野菜、割猪食。”河北
保定市高阳县的养殖户高杰回忆，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家里的日子也好起来了，养了十几头猪，靠着养猪
也攒了一些钱，就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如今他的家庭
农场已经达到了存栏400余头生猪的规模。

2000年，我国肉类总产量攀升至 6014万吨，人均
肉类占有量也从 1978 年的 8.9 公斤增加至 47.4 公斤。
我国畜牧业发展由产量需求转向提升畜产品质量安
全和提高生产效率。

“2015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若干政策方案，以促进
畜牧业提质增效、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利说，通过政府扶持和市
场引导，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快速提高。2023年末，我国
畜禽养殖规模化率为73.2%，规模养殖逐步取代传统的
小农户分散养殖，成为居民餐桌肉蛋奶生产供应的主体。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在
游泳、网球等欧美国家传统优势项目上实现突破，从
特点角度来看，这与我国国民整体营养情况同样息息
相关，离不开居民膳食结构的不断优化。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显
示，我国成人平均身高继续增长，18岁至44岁男性和
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169.7 厘米和 158.0 厘米，比
2015 年分别增加 1.2 厘米和 0.8 厘米。这说明我国城
乡居民膳食能量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宏
量营养素摄入充足，优质蛋白摄入不断增加。

2023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 9748.2 万吨，奶类产
量 4281.3 万吨，禽蛋产量 3563 万吨，肉蛋奶消费需求
得到有效保障。

“鱼篓子”塞得鼓鼓的

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一起“鱼刺事件”令人印
象深刻。双水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田海民
办起养鱼场，给每家送鱼引起全村“轰动”，绝大部分
村民都没吃过鱼，很多人被鱼刺扎了喉咙，怒气冲冲
地找田海民算账。

文学作品里的故事来源于生活，反映了相当长一
段时间，我国内陆地区“吃鱼难”的现实问题。出生在
河南腹地的“70后”王一鹏依稀记得，小时吃过的海鲜
只有海带和冻带鱼，还得凭票供应。

水产品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对人体健康大有
裨益，而其鲜美的滋味，更是寄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困扰中国人的“吃鱼难”问题，在近几十年
间得到彻底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解决
居民“吃鱼难”作出了批示和指示。1982年10月，国
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
告》，要求落实水面使用权长期不变，水产养殖业
就此蓬勃兴起。

1985年3月，《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
业的指示》明确了渔业发展“以养殖为主，养殖、
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推动渔业生产迅
速发展。1988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首次
超过捕捞产量。1989年，我国水产品产
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2023年，全国
水产品总产量已经达到7116.17万吨。

反映在居民餐桌上，是每个中国居
民餐盘里的水产品不断增加，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人均占有量不到1公斤，
提高到了2023年的50.48公斤。

餐桌上的水产品类也越来
越丰富，实现从“吃鱼难”到

“年年有余”再到有选择地
吃的转变。鲤鱼红烧最可
口，鲫鱼炖汤最美味，还
有白灼大虾、烧海参、焖
鲍鱼……在如今居民
的餐桌上，光是水产
品就能做出“十八种
花样”。

事实上，今天
餐桌上的每一种
水产品，都凝聚
着渔业科学工
作 者 的 心
血 。 自 20
世纪 50 年
代 突 破

“ 四 大
家鱼”
人 工
繁
殖

技术，我国摆脱了水产依赖捕捞的历史。目前我国
水产养殖种类已达 300种以上，涵盖鱼、虾、蟹、贝、
藻等各类水产品种。

进入新时代，全国渔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方针，“伏季休渔”“十年禁渔”“增殖放
流”等政策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深远海养殖、
陆基工厂化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等生态绿色养
殖模式也越来越成熟。

物流加工业的发展，更是突破了水产
品消费的时空限制，让遥隔千里、相隔四
季的池塘和餐桌联通起来。30多年前，
辽宁盘锦市盘山县的孙秀玲提着小筐
沿街卖河蟹，现在，凭借现代冷链物
流系统，她坐在家里点点手机就将
盘锦河蟹卖到了全国各地。

如今，一条鱼不仅可以精细切
分成鱼皮、鱼肚、鱼头等不同部
位，还可以加工成即食、即热、
即烹的预制食材，满足居民消
费的多元需求。

餐桌虽小，民生事大。
75年来，围绕着居民餐桌的
一系列民生工程惠及千家
万户，增进了民生福祉，
维护了社会稳定。今
天的居民餐桌，菜果
菌品种多样、肉蛋奶
供应充足、鱼虾贝
应有尽有，让老
百姓从吃得饱
到吃得好，再
到吃得美味、
吃得健康，
也让国民
更强壮、
生活更
美好。

全 国 蔬 菜 总
产 量 82868
万吨，肉类总
产量达9748.2
万吨，奶类总
产量4281.3 万
吨，禽蛋总产
量 3563 万吨，
水产品总产量
已 经 达 到
7116.17万吨。

2023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考核办
法》，强化“菜篮
子”市长责任制，
全面加强“菜篮
子”工程建设。

2017年

《全国设施蔬菜重
点区域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
发布，极大地推动
了各地蔬菜生产
的 规 模 化 、标 准
化、信息化水平。

2015年

统 筹 推 进 新 一 轮
“菜篮子”工程建
设，重点抓好肉、
蛋、奶、鱼、菜、果等
产品生产。

2010年

原农业部开始实施“无
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
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标
准，保障人民群众的食
品安全和健康。

2001年

着力健全流通体系，保障
蔬菜供需均衡。

1995年

我国水产品产量首次跃居
世界第一位。次年，我国肉
类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

1989年

原农业部提出建设“菜篮
子”工程，建立肉、蛋、奶、
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
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
体系，保证居民餐桌供应
充足。

1988年

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
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
告》，要求落实水面使用权
长期不变，水产养殖业就此
蓬勃兴起。

1982年10月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推行，市场化改
革推进，种植业和饲料工
业快速发展，菜、肉、蛋、
奶、鱼供给能力持续增加。

1978年

50年代突破“四大家鱼”
人工繁殖技术，我国摆
脱了水产依赖捕捞的
历史。

1956年

菜品自由购销，畜禽渔产品
供应总体不足。

1949-195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