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陶祎之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3年4月18日 星期二6 聚焦

“新华视点”记者蒋 成 潘德鑫

超量使用种子、收割时大量粮
食颗粒掉落或破碎、果蔬运输中大
量腐烂……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
究所近期一项研究揭示，每年我国蔬
菜、水果、水产品、粮食、肉类、奶类、
蛋类七大类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
耗和浪费率合计 22.7%，约 4.6亿吨，
其中生产流通环节食物损耗 3亿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生产环节
播种粗放、采收不精，储运环节冷链
不完善是造成食物损耗的主要原因。

播种粗放，采收不精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食
物损耗是指食物在生产、收获后处
理、贮藏、加工、流通等环节由于人
为、技术、设备等因素造成的食物损
失，不包括在消费端的食物浪费。

记者在田间地头调研发现，有的
地方生产环节播种粗放、采收不精、
管理打折，粮食损耗率较高。

在播种环节，一些小麦产区仍是
“广种薄收”模式。由于播种技术、种
植观念等不同，用种量参差不齐。天
津市农业农村委二级巡视员胡伟通
过研究发现，正常用种量在 30至 50
斤，有的农户播种粗放，每亩播种量
高达100斤。

到了收割时节，麦籽被收割机上
的鼓风机吹落田里的现象比较普遍，

收割机割台高速碰撞穗头也会导致
掉粒损耗和籽粒破碎。这种情况容易
让小麦发生霉变，影响后期储存。

一些水稻产区的农户反映，收割
机作业过程中稻穗末端稻谷脱落、清
选工序中籽粒不能及时分离等情况，
都会产生相当数量的稻谷损耗。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
究所动物食物与营养政策中心主
任、研究员程广燕研究发现，机械收
割粮食环节损耗率最低可以控制在
1.9%，但个别地区玉米机收总损耗
率高达10%。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马铃薯种植大户管绍刚说，使用机
械收获马铃薯的损耗率为 5%左右、
人工采收损耗率为15%。

存储运输损耗不小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设备保障、
专业知识不足，在储运环节中，蔬菜、
水果、粮食等损耗量不小。其中，水
果、绿叶菜等损耗达到惊人的地步。

有的粮食企业储粮设施陈旧老
化，通风、温控等设施配备不足，发霉
和虫蛀时有发生。2020年以来，随着
粮食价格预期上涨，一些种粮大户惜
售心理变强，但其储粮设施简陋，有
的甚至无法及时烘干，损耗较高。

一些农户缺乏储存专业知识，果
蔬产后储存环境温度、湿度把握不
当。贵州蔬菜种植户李珍文说，一些
小型果蔬基地，多种蔬菜、水果混合

储存现象普遍，已损坏的果蔬产生乙
烯会加剧其他果蔬成熟和衰老。

数据显示，果蔬生产及产后处理
损耗最低可以控制在9.2%，最高则超
过25%。

程广燕说，我国果蔬损耗率高与
冷链化程度较低密切相关，大部分果
蔬运输处于“裸奔”状态。据了解，发
达国家冷链运输普遍在80%以上，我
国目前仅为约3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采用的
“冷链”还比较原始，仅放几个冰块，
有的甚至依旧用简陋的小棉被裹着
生鲜品。“为了节约成本，冷链司机在
运输途中私自关上制冷机的情况依
然存在。”一位冷链企业负责人说。

“一车豌豆从云南发往北京，需
要经过基地收集转运、批发商装车运
输、农贸市场批发、零售商进货等环
节，装箱搬运最少 4次。”货车司机王
大勇说，“非冷链条件下，一车30吨重
的豌豆会产生近5吨损耗。”

如何减少损耗？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
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七大类
食物减损空间有五成左右，若挽回
一半的损耗和浪费，可每年节约 2.3
亿吨食物，能满足 1.9亿人 1年的营
养需求。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群建议，通过
加强冷链建设、构建全产业链食物减
损标准体系等减少食物损耗。

普定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站站长
邓飘建议，从“最先一公里”和“最后
一公里”着手，加大预冷、贮藏、保鲜
等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投入，增
加冷藏车购置使用，尤其是便于城市
穿梭的小型冷藏车，保障冷链运输，
完善生鲜食物终端配送机制。

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高全程机械化水平和作
业标准化程度，推进产地冷藏保鲜设
施建设，加强粮食仓储和流通设施建
设，有效减少农产品的产后损失。

记者在韭黄种植大县贵州普定
县看到，为了减损，该县在韭黄基地
建立清洗、整理、分级、包装、预冷一
体的韭黄采后商品化处理配套设施。
邓飘说：“目前，全县韭黄商品化处理
配套设施齐全，韭黄全产业链损耗降
低了50%以上。”

业内专家建议，加快构建全产业
链食物减损标准体系，推动先进技
术、工艺、设备等及时应用于食物减
损实践。如一些山区因地形原因不能
使用大型机械采收，可研发适用于不
同地形、不同品种的高精度农业收割
机械，同时开展农民技术培训，提高
作业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程广燕建议，做好蔬菜等非耐储
运生鲜农产品产销衔接，提高食物系
统供给效率与韧性。加大产地预处
理，推广净菜，对食物的边角废料进
行集中高效分类处理，最大程度提高
食物利用水平。

（新华社贵阳4月17日电）

生产流通中食物损耗调查
新华视点

新华社记者赵建通 李春宇 许东远

春深似海，随着气温迅速升高的
还有人们的跑马热情。据不完全统
计，仅 4月 15日、16日这个周末，全
国各地就有 30多场路跑赛事进行，
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的赛事在社交
平台成为热门话题。

新华社记者观察，今春马拉松呈
现全面回归态势，新兴赛事遍地开花
且特色突出，从部分比赛暴增的报名
人数来看，跑马热度甚至超过三年
前。各地以跑步为媒，把全民健身热
情与城市发展活力相融合，搭建起与
马拉松配套的体育消费节、旅游节、
博览会等平台，展示当地特色的人文
景观、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细致的公
共服务。

全民奔跑热潮 跑步成为
生活方式

2019年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马
拉松有300余场，而2023年仅上半年
备案的赛事就已达133场。从赛事数
量上看，马拉松热潮基本重回疫情前
的水平。

赛事场次的回归，给予跑马人群
更多选择。北京房山跑团团长王琳
说：“国内几乎每周末都有马拉松，跑
友们甚至还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
做选择题！”

全民跑马热潮又起，跑步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上海半程
马拉松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报名
人数达到78922人，这个数字比2019
年、2021年报名人数相加的总和还
要多。

“今年的北京半马，起跑的时候
就感觉人很多，我们跑团就有约 200
人参赛，大家都是享受比赛，享受运
动。”王琳说。

除了参赛人数，各地市民们对马
拉松的关注度也在提升。16日清晨
的武汉，加油助威声在密密麻麻围观
马拉松的人群中几乎没有停断。推着
婴儿车参赛的妈妈跑者，端着热干面
来看比赛的大叔，一边助威一边捧着
数学试卷的小学生，成为武汉同城的
热门趣闻。

今年64岁的俞萌已经跑步近10
年。上海半马赛后，他说：“从马路边
没什么人，到现在大家都会为参加马
拉松的人喊加油，我们的健康生活正
变得越来越好。”

赛事各有特色 参赛
体验提升

据业内人士介绍，如今全国马
拉松遍地开花，大部分赛事档次分
明 ，各 有 特 色 ，且 在 提 升 参 赛 体
验、保障赛事安全方面愈发成熟。
很多赛事在策划筹备之初，往往就
会把当届赛事的最大特点卖力宣
传出去，以吸引更多的跑者前来打
卡体验。

展示“双奥之城”魅力的北京半
马今年致力于向世界讲好“双奥之
城”的体育故事。参赛选手途经国家
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等“双奥场
馆”，而在比赛的终点区，北京冬奥会
的“雪花”火炬台与不远处的“鸟巢”
交相辉映。

2023武汉马拉松以“好汉归来”

为主题，重现往届赛事的“一城两江
三镇四桥五湖”经典赛道，调整起跑
方式、优化参赛体验，引入“国人竞
速计划”“名校团队挑战赛”，助力中
国运动员提升竞技水平，还有来自
武汉 19 所高校的 7000名志愿者用
热情维护着汉马在跑圈几乎“零差
评”的口碑。

不仅是在“超级城市”，一些地
级市甚至县城也开始打造特色、精
品马拉松赛事。“扬马”新线路变身
为一条体验扬州美食的打卡线，

“烟花三月下扬州”成为国内跑者
的热门选择；南京市建邺区江岛半
程马拉松打造了一条由闭环江堤

“天然”形成的智慧赛道，还可供市
民全天候、自助式、智能化开跑；湖
北咸丰县举办森林马拉松，各地跑
友可在“天然氧吧”中惬意领略土
苗风情。

“一场马拉松认识一座城”，越来
越多的地区将马拉松视为提升城市
形象与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路跑热潮背后 体育产业
生机蓬勃

路跑缘何如此火爆？未来国内马
拉松发展该何去何从？

业内专家介绍，马拉松热潮回
归是疫情之后运动健身需求的自
然释放，深层原因则是在社会各方
合力推动下，健康生活理念已然生
根发芽。在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引
领下，各地政府借助大赛平台进行
城市宣传推广，因此释放出政策红
利；赛事运营单位经验越来越丰
富，使得参赛体验感、满足感逐渐
提升；国民经济发展，参与体育锻
炼的理念加深，参加路跑赛事成为
国人的自发需求；朋友圈、微博、小
红书等社交媒体发展，让路跑活动
的社交属性进一步提升，各群体参
与黏性增强。

根据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测 算 ，到
2025 年 国 内 路 跑 及 相 关 运 动 赛
事数量有望增加至 2500 场，大众
马 拉 松 参 加 人 次 将 增 加 至 1000
万人次。

在路跑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面
前，与之相关的赛事服务、运动培
训、旅游餐饮以及体育用品制造业
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有媒体统计，
在今年武汉马拉松获得前百名的选
手中，穿特步跑鞋的占比超过半数，

“断层式”领先；在全马“破三”人群
中，穿国产跑鞋的比例更是超过七
成。曾经国内各大马拉松满赛道耐
克、阿迪达斯跑鞋的现象似乎将被
终结。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尽管国内
目前部分赛事在赛道设计、服务能
力等很多方面已经不弱于伦敦马拉
松、波士顿马拉松等世界大满贯赛
事，但在赛事品牌打造等方面还有
进一步提升空间；很多初创赛事贪
大求全，追求赛事规模而不顾城市
管理的承载能力以及运营模式的可
持续性。

因此，想要维持马拉松热度、拓
宽整个路跑行业的发展空间，必须进
一步规范路跑赛事的发展，引导马拉
松文化真正扎根，并健康、可持续地
生长。

（新华社武汉4月17日电）

汉马、京沪半马……

两天30多场
马拉松热潮回归了？

新华社记者何欣荣 杨有宗 龚 雯

从昔日阡陌纵横的乡村田野，到
如今功能集聚、要素齐全的现代化新
城，今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来开
发开放 33周年。近日，记者走进项目
工地、科研院所、街镇社区，在一个个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场景中，感受
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活力。

浦东新区法规“上新”
护航改革发展

6颗激光雷达、2 颗毫米波雷达
和 28颗摄像头，共同构成一个多维
度的融合感知系统——位于浦东金
桥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
上，AutoX等自动驾驶车辆正在开展
测试。

“三种传感器共同作用，最远能
够感知到周围 200米范围内的物体，
包括颜色、大小和形状等。金桥作为
中心城区，给无人驾驶提供了丰富的
试验场景。”上海裹动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章周翔表示。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来
说，法规落地是一个关键节点。”上
海金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瑜所说的这部法规，是指
今年 2月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
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
用规定》。

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李晓亮
表示，根据市场需求，浦东在无驾驶
人领域通过立法形式，对交通保险、
事故认定等做出明确规定，让“未来

车”更好驶上“法治道”。
以法治方式推动浦东“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这是引领区建设
的重要内容。今年 3月 13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到

“浦东新区法规”。在今年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会议上，浦东
新区促进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若干规
定等 8件浦东新区法规被列入正式
立法项目。

“作为引领区，浦东的各项改革
要突破既有规则，尝试建立新规则。
中央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
使得浦东的高水平改革开放更加于
法有据。”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沈国
明说。

硬核科技创新助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患者在新疆阿拉尔，而医生在浙
江杭州。今年 2月，在 5G网络和国产
手术机器人的助力下，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医生梁霄为数
千里之外的新疆患者，做了一台科技
感十足的肝胆手术。

这款手术机器人的研制方，是总
部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微创医疗
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以来，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已经有三
款手术机器人产品获得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给这位新疆
患者做手术的、微创自主研发的首款
国产四臂腔镜手术机器人图迈，就在
其中。

“与传统手术相比，手术机器人

拥有操作灵活精准、高倍高清视野等
特点，能够很好地辅助医生。在有的
医院，医生用手术机器人一天可以做
5台手术。如果和 5G技术结合，还能
够缓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
问题。”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总裁何
超告诉记者。

为推动创新产品的普及应用，目
前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在国内各大
医院安装了近 50台手术机器人用于
临床培训和验证，手术量累计超过
1000台。不断迭代创新，让国产手术
机器人的水平持续提升，更好地造福
广大患者。

类似于手术机器人这样的硬核
科技创新，是浦东引领区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今年前三
个月，浦东有 3 款国产 1 类新药获
批上市，还有 13家企业向科创板发
起冲刺。

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说，今年浦
东将深入实施固链强链延链行动，做
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
大先导产业，不断促进硬核产业与新
兴产业的跨界融合。

老旧小区“焕新”夯实
基层治理

“经过改造，小区主干道旁增设
了一条宽约半米的人行道，实现了人
车分流。通过挖潜，小区的停车位从
原来的40多个增加到60多个。”在浦
东新区塘桥街道金浦小区，金浦居委
会主任蔡文嘉向记者细数小区改造
前后的变化。

塘桥街道是浦东面积最小的街

道，也是浦东开发开放中最先完
成城市化的区域之一。随着时间
推移，辖区内房屋老化、风貌老旧
等问题逐渐凸显，老旧小区占比
超 40%。如 何 让 老 街 区 展 现 新 面
貌、焕发新活力，是塘桥亟待解决
的问题。

根据中央“提高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的要求，2022年浦东新区明
确在现代化城区建设中，打造“精品
城区、现代城镇、美丽乡村”。其中，
塘桥计划在“精品城区”中建设“样
板社区”。

“建设为要，管治先行。”塘桥街
道党工委书记费维照说，目前该街道
已形成 4大类、45项具体工作任务，
将通过硬件设施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推动城区“焕新”。

位于塘桥的蓝村路、南泉路“T”
字形街区共有 300余家沿街商铺，其
中不少是“网红店”。如何在保持烟
火气的同时提升品质？不久前塘桥
举办了一场特色街区综合改造商户
座谈会。

“大家普遍认为，由于开发时间
较早，街区改造提升势在必行。比如，
很多商户希望设置外摆位，这就涉及
人行道改造以及晚间噪音控制的问
题，需要大家共同商量、群策群力。”
塘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中队长
倪唯婷说。

加快城中村改造、破解“老小旧
远”民生难题……未来，在人民城市
理念指引下，浦东新区还将持续推进
现代化城区建设，不断满足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上海4月17日电）

从三个微场景看浦东引领区建设新图景

4月1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城郎村，农民忙着收获大葱。
春日里，农民抢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新华社发（张晓峰摄）

春光好 农事忙

这是4月17日拍摄的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港“胶囊”形散货大棚（无人机照片）。
近期，位于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南岳阳城陵矶港货船穿梭，一派繁忙。该港是长江中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全封闭

“胶囊”形散货大棚2020年投入使用后，有效解决城陵矶港的货场粉尘污染问题，为地方经济绿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新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湖南湖南：：巨型巨型““胶囊胶囊””助力城陵矶港绿色运输助力城陵矶港绿色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