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见习记者 董家琛

食“预”东莞，共飨天下。
3月24日至26日，第七届中国国际食

品及配料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食博会·预博会”）在
广东省东莞市举办。食博会·预博会由农
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
促会农业行业分会主办，部分国家驻华使
节、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农业农村部门、
相关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

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官）李
金祥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于
推动产业振兴让农民富起来。近年来，中
国政府大力扶持乡村特色产业，促进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预制菜产业连接生产和消费、产
地和市场、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2022年我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预计2026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将在推动农业产
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培育农业国际
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人气回升，千企展商忙推介

疫情的阴霾散去，偌大的展厅热闹非
凡。本届食博会·预博会共有来自全球20
多个国家和国内31个省（区、市）的近千家
企业参展，600 多家专业采购商现场对
接。炸鸡肉、做拌饭、开鲜鱼……展商们
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

“3分甜、7分糯、10分香，升糖指数低，
能够瘦身，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士非常爱
吃。”展区一角，黑龙江蛙鸣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创始人吕龙一边切着手中的东北老
玉米邀请记者品尝，一边热情介绍自家产
品，“玉米大概蒸10多分钟就可以吃了，很
多上班族拿来当早餐。”首次来东莞参展
的吕龙对展会规模非常满意，“希望通过
展会寻找合适的目标客户群。”他说。

“展会上人特别多，疫情期间我们也
参加过很多次展会，现在觉得人气终于
回来了。”湖北华贵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王坤说，“公司在广东每年营收过亿，
这次展会能让许多广东本土的合作伙伴
更直观地了解我们的莲藕系列产品，相
信通过食博会·预博会，我们在广东的营
收能继续增加。”

在国贸基地展区，福建圣农食品有
限公司销售一部研发部资深经理李传令
向记者介绍，仅需加热便可食用的冷冻
炸鸡类预制菜深受日韩市场的欢迎，下
个月就有日本客户飞来中国到公司考察
签约。公司也在积极拓展美国和欧盟市
场，目前已向美国客户提供商品样品。

在中国，小米有着几千年的种植历
史。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联合
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宣布2023年为“国
际小米年”。“今年我们敖汉小米准备搞一
次全球旅行，沿古丝绸之路做一个巡回展，
把中国小米推向世界。”内蒙古八千粟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梁国强对记者
说，“我们正在研发快熟小米饭，通过加热
包使其快速加热，相信小米在预制菜市场

也会大有作为。”据了解，展会首日，已有多
家企业与梁国强洽谈合作，希望与他共同
研发适合南方市场的即食食品——小米海
参粥。

时代变迁，预制菜迎来新机遇

随着快节奏工作状态、懒人经济、宅
生活模式等现象的出现，消费者的饮食方
式正在发生巨大改变。方便快捷、品类多
样、营养健康的预制菜广受欢迎。2023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具体部署，首次提出“提升净菜、中央厨
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
展预制菜产业。”预制菜这一小切口、大产
业进入了新赛道，蕴含了新机遇。

“预制菜产业涉及农产品加工、消费
全链条，而东莞既是食品加工重镇，又是
一座平均年龄只有 34岁的年轻城市，对
新事物、新消费有着很高的接受度。”作
为展会东道主的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
吕成蹊分析了预制菜产业在东莞发展的
利好条件，表示未来可期、商机无限。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
少刚认为，在“大食物观”指引下，发展以
预制菜为代表的新模式、新业态能够提升
农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现代化水平，
有利于加快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构建有韧性的农业粮食体系，其基
石、关键和源泉在于多元化。”联合国粮
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张忠军表示，“食博
会·预博会”作为行业信息交流、产品展
示交易、国际市场开拓的专业展会平台，
聚集了多元化的农业粮食体系主体,联通
着多元化供应链的上下游各端，展示着
多元化的食物、技术和服务，促成着多元
化贸易的潜力和价值。

“深度挖掘预制菜品牌的文化内涵，
讲好品牌故事非常重要。”中国农产品市
场协会会长张玉香希望与会嘉宾能够借
此契机共同打造特色预制菜品牌，推动
预制菜产业持续发展。

政策支持，因地制宜谋发展

近年来，预制菜在全国掀起发展热

潮，各省市一边出台政策，一边筹建预制
菜产业园，纷纷抢抓从农田池塘直达居
民餐桌的“厨房革命”机遇。

展会首日，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县长论坛同期举办，多地市县长共聚
一堂，宣传地方发展预制菜产业基础，推
介地方优势预制菜企业及产品，发布地
方支持预制菜产业的各项措施。

作为广西的农业大市，玉林是全国
重要的生猪、家禽生产基地，粮食单产水
平位列广西第一，发展预制菜产业优势
明显。“预制菜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的优质
农产品”，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白松涛
表示，玉林将充分利用与东盟国家陆海
相连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串联大湾区、面
向国内外的预制菜发展新平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素有三江
平原的“黑土粮仓”美称。“在预制菜领
域，目前依兰处于探索尝试和起步阶
段。”依兰县副县长赵淑芳说，“依兰介于
哈大齐工业走廊直线经济带与东部煤电

化基地扇形经济带之间，四通八达的公
路网和铁路连接省内7个地市，为预制菜
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交通优势。地处
北纬45-46.4度的‘农业生产黄金带’，加
之黑土地的资源禀赋，拥有农产品优质
原料和优质生产基地。”据介绍，为吸引
成型的预制菜企业落户依兰，依兰县在
招商引资方面为企业制定了一事一议的
优惠政策，并提供充足的用地保障。

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400多家，蔬菜
出口货值常年占山东省的1/7以上，被誉
为“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世界的菜篮
子”的安丘市预制菜发展势头强劲。安丘
市委副书记、市长乔日升表示，安丘规划
建设了投资100亿元、占地6000亩的中日
韩高端预制菜食品产业园，布局生产加
工、冷链仓储、科研创新等九大功能区，举
全市之力打造预制菜产业园全国样板，并
加快国家葱姜研究所、江南大学研究院等
省级以上平台建设，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

撬动万亿市场 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七届食博会和首届预博会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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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俊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日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发一
则短视频，推介语写道：湖北省武汉市的
HC-021C 油菜品种正在巴基斯坦开花。
该品种引进可提高巴基斯坦食用油产量，
节省外汇储备。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
农业合作将惠及当地民生。

据了解，这一油菜品种来自湖北武汉
光谷的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庆发禾盛”），总经理朱晓波说，公司
确定走外向型经营的发展之路，向国外推
介中国种子。公司于 2004年初便开始在
巴基斯坦推广中国杂交水稻和油菜种子，
争做“穿梭于中巴之间的民间友好使者”。

刚开始，庆发禾盛主要做杂交水稻的
推广，后又经营油料、瓜果蔬菜、牧草花卉
等作物的种子，产品远销到世界各地。截
至 2022 年，累计种子出口创汇 6000 万美
元以上。“相对而言，杂交油菜的推广就显
得异常艰难。”朱晓波介绍，巴基斯坦是世

界人口大国，也是食用植物油消费大国。
前 5年，他们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几百个
油菜品种，希望能有一个品种在巴基斯坦
生根开花，但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难以突破的主要障碍在于，国
内的油菜品种普遍株型过高、产量低。菜
籽成熟的时候，正逢巴基斯坦高温天气，
裂荚掉籽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菜籽的
产量和收成。”朱晓波说，庆发禾盛终于筛
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在 2019 年成
功与巴基斯坦本土伙伴开展油菜作物合
作，通过了HC-021C品种注册。目前，该
品种已被列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油料作
物补贴名单。

“下一步，我们将着重围绕油菜新品
种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整合上下游资源，
进行总体设计和联手打造，进一步深化中
巴两国企业间的合作。”朱晓波展望，今年
拟采用订单生产合作模式，在巴基斯坦完
成 60万亩优质油菜品种种植。后续将通
过品种持续升级及产业化推广，实现优质
油菜品种种植收购加工产业化和品牌化。

湖北油菜品种走向巴基斯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日，首届丝路国际数字农业发展大
会（春耕订货会）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
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构建丝路
数字农业科技力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省市和境外各地的600余家农业全产
业链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近3万平方米。

本届大会旨在助力“富农强农、助农
增收”，深化产业科技合作，推动新疆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为全力保障新疆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提供“数量足、品种齐、质
量好、价格稳、服务优”的农资及农业高新
技术装备。

大会展区内对节水灌溉、农业物联
网、农业金融、农业信息化、智能种植、植
保药械、新型肥料、生物农药、种子、泵管
阀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及装备进行集中展

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
记者在会场看到，来自新疆各地农业

系统、供销系统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和种
植大户，纷纷前来参观采购。据了解，针
对种植大户，组织方推出了更为全面的参
观采购补贴政策，为前来展会参观采购的
10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500亩以上的设
施农业种植大户提供酒店住宿、交通费报
销等一站式服务。

据介绍，作为首次在乌鲁木齐举办的
服务三农的国际性活动，大会利用此次全
产业链企业汇聚一堂的资源优势，为国内
外农业行业企业和新疆农业从业人员搭
建了一个面向全行业的品牌推广、技术交
流和交易的专业平台，保障春耕物资供
应，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本次大会由振威会展集团组织，
乌鲁木齐市商务局提供支持。

首届丝路国际数字农业发展大会在新疆举办

□□ 田婉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日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
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IRRDB）
2023年度国际橡胶会议上，来自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橡
胶所的专家作了报告，介绍了自主研发的
相关技术在 IRRDB成员国的示范情况，
并给出中国方案，推动成员国在天然橡胶
育苗、采收和加工等技术领域深化合作。

本次大会主题为“‘碳中和’世界下
的天然橡胶：挑战和机遇”。中国是世界
天然橡胶第一消费大国和第一橡胶制
品制造国，在遗传育种、栽培技术、采胶
技术和加工技术等全产业链均处于领
先水平。中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截至 2022 年
底，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 1434.4 万吨，
消费量 1480.2万吨。橡胶树在满足生产

需求的同时，在长达 20-30 年种植生长
期内会固定 250吨碳，是“碳中和”的重要
支柱之一。

中国热科院橡胶所在澜湄农业合作中
心的长期支持下，实施了澜湄国家橡胶栽
培和加工示范项目，全面梳理澜湄区域天
然橡胶产业链发展、政策法规、优势技术、
贸易投资等情况，推动澜湄国家橡胶产业合
作。下一步，中国热科院橡胶所将联合泰国
橡胶局，在泰国建设橡胶提质增效技术示范
基地，持续提升天然橡胶产业效益和发展
水平，为天然橡胶产业在澜湄国家扶贫减
贫、增加碳汇收入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与会专家还就轮胎工业展望、
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如何改变天然橡胶未
来世界愿景、2023年宏观经济与橡胶走势
等议题进行研讨，为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出
谋献策。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
尼西亚、日本、法国、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
国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中国热科院积极推动世界橡胶产业发展

一条活蹦乱跳的锦鲤装入袋中，抽真空
后放入特制冰柜，鱼瞬间被冻硬。取出“冻
鱼”，重新放回常温水中，没过多久，鱼竟活了
过来……“鱼死复生”并非奇迹，而是此次食
博会·预博会参展商联泰集团去年从日本引
进的“眠冻”技术。该技术能最大限度减少对
鱼类细胞的伤害，保留食材鲜活状态和营养
物质。有了这项技术的加持，中国消费者不
出国门便能品尝到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新鲜
金枪鱼，和现捕现吃的味道相差无几。

当前，预制菜受到了年轻一代和上班族
的热烈追捧，产业发展前途广阔。然而，也有
一些消费者对预制菜存在疑虑，例如担心预
制菜产品保质期长，是添加了过多的防腐剂，
是一种“科技与狠活”。疑虑的背后是人们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切和对本真味道的追求。

事实上，科学合理使用国家审定的食品

添加剂并不会影响食品安全，消费者大可不必
谈“剂”色变。与此同时，科技是消除疑虑的重
要工具。比如利用超高压杀菌技术加工成品
肉类、蔬菜菜肴，不仅可以减少加工时间、保留
营养风味，更能最大限度减少防腐剂的使用；
利用温和杀菌技术，可以有效避免产品产生罐
头味，最大程度还原菜品本味。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预制菜
产业而言，营养、健康、美味既是预制菜科技
创新的发展方向，也是餐饮和食品行业的根
本目标。选用货真价实的原料，研发新的食
品加工技术，早日建立起标准和规范，是预制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此外，数字
技术的进步也可以赋能预制菜产业发展。通
过食品生产车间数字化管理和食品溯源管控，
实现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可视化，能够让消
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科技：预制菜的强心“技”
宫宇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董家琛

2月28日至3月2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

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就与
中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 31年来两国关
系始终友好、密切，并不断升级关系、扩大合
作领域。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参与的国家之
一。2020年8月，中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让白俄罗斯对华出口
的农产品和食品获得了一个集中展示和分
销的平台。2022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撒
马尔罕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
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在两国关
系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白俄罗斯具有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
水土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曾是前苏联谷
物、肉、奶、马铃薯、亚麻等农产品的主要产
地，目前仍在这些农产品产量上保持着优
势。其农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畜牧业比重
较高，占农业生产总值的近50%。

今年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访华期间，两

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
罗斯共和国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两国全
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
在声明中强调了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重要
性，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中国和白俄罗斯优质
农产品相互出口到对方国家。

据统计，2022 年中国自白俄罗斯进口
各 类 农 产 品 6.49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51.59%。与此同时，在中国和白俄罗斯举办
的各类国际展会也提升了两国农产品在对
方市场上的曝光度和认可度。2022年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来自白俄罗斯的
传统特色糖果、乳制品、软饮料、酒精饮料和
菜籽油等产品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近年来，在白俄罗斯举办的涅曼国际博览
会、白俄罗斯国际农业展览会等展会上，来
自我国甘肃等地的特色农产品也获得了白
俄罗斯当地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
参展成果。

白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发达，在大马力
拖拉机、收割机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农业
机械化程度高。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
中，农业机械化也是中国不断探索和进步的
领域。白方农机专家曾到访吉林省农业机械
研究院并参加中白农机技术交流会，介绍各

自优势领域，探讨未来合作的空间及方向。
吉林省也表示有意愿与白俄罗斯在吉林建立
农机设备合资企业。2022年12月，白俄罗斯
明斯克拖拉机厂和汽车厂考察团赴重庆机床
集团进行考察，这是重庆机床集团自疫情形
势缓解后迎来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中国一
拖、中联重科等中国领先农机企业先后入驻
中白工业园，并与白俄罗斯知名农机厂开展
合作项目。通过落户白俄罗斯并与本地优势
企业联合，中国农机设备辐射到更广阔的市
场，在欧亚市场的销售量得到了一定提升。

除了农机领域外，中国企业还承建了
白俄罗斯其他农业项目。2022年 11月，由
中方企业承建的白俄罗斯国家生物技术公
司全循环高科技农工综合体项目在明斯克
州正式投产。这是白俄罗斯第一家氨基酸
生产企业，也是其粮食深加工行业第一个出
口创汇和进口替代项目。该项目将极大提
高农产品的加工质量和附加值，吸纳就业，
提升白俄罗斯的农业发展水平。

在农业科技与人才领域交流方面，中国与
白俄罗斯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中国—
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创新论坛自
2019年起开始举办，来自中国与白俄罗斯乃至

“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的相关专家、学者通

过参加该论坛分享交流农业科研成果，搭建起
产学研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平台。

2019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白俄罗
斯国家农业科学院签署科技合作协议，联合
建立白俄罗斯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该示
范园为中白两国搭建了农业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人文交流的平台。目前，第一批到白
俄罗斯国家农科院学习交流的研究生已顺
利毕业。2022年9月，8名第二批“丝绸之路
国际化农业人才”专业硕士研究生顺利抵达
白俄罗斯并进入研学状态。示范园基地负
责人卡洛布金向这批留学生介绍中国小麦
在当地的生态测试情况时高兴地说：“中国
小麦品种很好，抗倒伏性强，抗锈病和白粉
病，在蛋白质和面筋含量、面筋弹性等方面
的质量参数优于白俄罗斯品种。”

2022年 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又与
白俄罗斯国立农业技术大学、维捷布斯克国
立兽医学院、格罗德诺国立农业大学以及白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大学四所高校签署校际
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这五所领先农
业院校全面建立合作关系，为中白高校在农
业人才培养、农业联合科研、农业技术交流
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白农
业合作增添了新动能。

政府搭桥 企业合作 高校携手——

中白农业合作未来可期

▲外国友人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展区品鉴
福州茉莉花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董家琛 摄

关注农业双多边合作关注农业双多边合作

食博会食博会··预博会预博会

记者手记

▲

参展企业联泰集团工作人员现场切割蓝鳍金枪鱼。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董家琛 摄

□□ 秦韶聪

油脂油料是我国农产品进口中最主
要的品类之一，2022年约占农产品进口总
额的三分之一。俄罗斯是我国油脂油料
主要进口来源地之一。近年来我国自俄
罗斯油脂油料进口实现较快增长，未来仍
有较大潜力。

2017-2022年，我国自俄罗斯植物油
进口量由 27万吨增至 84万吨，年均增长
26%，增速在所有来源地中位列第一，占
我国植物油进口比重由 3%增至 10%。目
前，俄罗斯已成为我国植物油第三大进口
来源地。

我国自俄罗斯进口的植物油主要有
葵花籽油、菜籽油和豆油。葵花籽油是我
国 自 俄 罗 斯 进 口 量 最 大 的 植 物 油 ，
2017-2022年年均进口33万吨，占我国葵
花籽油进口总量的 30%，2017-2020 年进
口量年均增长83%，2021年和2022年有所
下降。菜籽油是近五年我国自俄罗斯进
口增长最快的植物油品种，进口量实现连
续增长，年均增长达 95%，年均进口 23万
吨，占我国菜籽油进口总量的15%。豆油是
我国自俄罗斯进口最稳定的植物油，
2017-2021年进口量年均增长5%，但2022
年有明显下降，进口量同比减少58%，年均
进口16万吨，占我国豆油进口总量的22%。

俄罗斯也是我国油籽进口的重要来
源地，2017-2022年我国自俄罗斯年均进
口油籽 102 万吨，年均增长 14%，其中，
2018-2020年的进口量均在110万吨以上，
2021年下降至88万吨后，2022年达到120

万吨的新高点，同比增长 37%。我国自俄
罗斯进口的油籽主要有大豆、油菜籽、亚麻
籽和葵花籽。大豆是我国自俄罗斯进口量
最大的油籽，2017-2022年年均进口67万
吨，但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重不足
1%。油菜籽是我国自俄罗斯进口量最稳
定的油籽，近五年年均进口 16万吨，年均
增长2.2%，占我国油菜籽进口总量的5%。
亚麻籽和葵花籽是五年间我国自俄罗斯进
口增长较快的品种，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53%和45%。2017年我国自俄罗斯进口亚
麻籽仅5万吨，2022年增加至43万吨，较上
年增长一倍多。俄罗斯是我国亚麻籽第一
大进口来源地，2022年占我国亚麻籽进口
总量的七成。2017-2022年我国自俄罗斯
葵花籽年进口量由351吨增长至2264吨，
占我国葵花籽进口总量的9%。

俄罗斯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油脂油料
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自俄罗斯油
脂油料进口仍有较大空间。2022年我国
自俄罗斯进口菜籽油 43 万吨，同比增长
116%；亚麻籽也延续了 2021 年的上涨态
势，进口量同比增加1.2倍；大豆进口量则
在连续三年下降之后呈现增长。

2023年 3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联合声明，提到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拓展
农业领域投资合作。油脂油料作为中俄农
产品贸易的重要品类，发展前景广阔。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
进中心）

我国自俄罗斯油脂油料进口情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