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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2月29日讯（记者
朱洪蕾） 29日下午，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未来五年，我省
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5 0万人。
2016年，我省将新建牧草、蜂业、
烟草、藻类等4个特色产业创新
团队，使创新团队数量达到 2 6

个，涵盖农产品种类增加到 7 9

个，全省农产品覆盖率达到95%

以上，基本实现对主要农产品的
全覆盖。

省农业厅副厅长、新闻发言
人王登启介绍，2015年，我省选
择了临沂1个整体推进市、其他
82个示范县，组织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2012—2015年，中央和
省财政共投入资金4亿多元，全
省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7万余
人、认定超过1万人。我省农民创
业培训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十大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之一。

王登启介绍，按照省政府统
一安排部署，省农业厅、省财政
厅研究制定了《山东省新型职业
农 民 培 育 实 施 方 案（ 2 0 1 6 -
2020）》。方案自2016年开始在全
省整体推进，到2020年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50万人，初步打造一支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新
理念、新技能、新觉悟的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

据了解，新型农民培育将优
选培育对象，以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
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骨干、返乡农民工、复
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村
干部等为主要对象，统筹考虑种
植业、农机、畜牧兽医、渔业等相
关产业从业人员状况和人才需
求，按照其生产、经营、服务领域
及规模的不同，划分为生产经营
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
种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农
民培育工作。

在2015年我省首批认定挂
牌200处“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实训基地”的基础上，2016

年开始逐步扩大范围，到“十三
五”末建成覆盖全省、分产业、分
区域、分类型的实训基地体系。

我省五年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50万人

富硒产品火爆有其理由。
省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富硒农
产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
延祥介绍，对人体而言，硒是
一种很重要的元素，但是硒的
分布却不均匀。中国农科院的
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72%的
地区属于缺硒地区，山东属于
重缺硒地区，我省粮食作物硒
含量大都在每千克50微克以
下。

刘延祥告诉记者，富硒食
品的硒含量目前还没有国家标
准，山东也没有制定地方标准。
湖北和广西富含硒元素，上述
两省2014年发布的地方标准
规定，富硒农产品中的硒含量
应当符合以下指标：水果、鲜
食蔬菜每千克15-100微克，粮
食及其制品每千克150-500微
克，油料 ( 不含油脂 ) 每千克
150-600微克。

除了富硒食品外，还有高
硒食品，其含硒量超出标准的
上限。湖北、广西发布的硒限
量标准为：粮食及其制品每千
克0 . 5毫克，水果每千克0 . 1
毫克，蔬菜每千克0 . 1毫克等。
如果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硒2400
～3000微克，长达数月之久会
形成慢性硒中毒，具有脱发、
脱指甲、皮肤黄染、口臭、疲
劳、龋齿易感性增加、抑郁等

症状。
记者了解到，山东的富硒

农产品产业，已经由示范性开
发到产业化开发。富硒农产品
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也由
最初的13家富硒农产品生产基
地发展到如今的130家；由单一
的富硒农产品生产到如今生
产、加工、经营的综合发展，已
成长为具有生命力的新型产
业。

省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富硒农产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延祥介绍，富硒农产品火爆有其
理由，对人体而言，硒是一种很重要的元素，硒的生物学功能包括护心脑、保肝肾、防辐射、抗癌
变、防衰老、解毒素、恢复胰岛、消炎止疼、调节免疫等。

人体摄入的硒过少或者过多，对人体都不好。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生边建朝介绍，临
床医学证明，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四十多种疾病都与人体缺硒有关，如癌症、心血管病、肝病、
白内障、胰脏疾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生殖系统疾病等等，而过多则有可能出现硒中毒的情
况。

据介绍，普通产品与富硒产品从外观上很难辨别，消费者辨别真伪富硒农产品，主要是查看
检测报告，包装箱或标签上标注的硒含量。

农产品是否富硒，

消费者很难从外观辨别

尽管富硒技术被广泛使
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
能够成为富硒农产品。刘延祥
表示，水产品和芽苗菜类产品
都无法成为富硒农产品。另外，
卖富硒产品一定有检测报告，
不然可信度不高。

其中，水产品是因为体内
的硒含量难以人工控制，而且

不少水产品都是捕捞上来的，
江河湖海的水质情况难以确
定。而芽苗菜类产品，指的是
在黑暗或光照条件下直接生
长出的并供食用的嫩芽、芽
苗、芽球、幼梢，如豆芽，这类
产品的生长期短，施肥也不合
适。

是否富硒，对消费者来说

很难辨别。在济阳县仁风镇，张
召文的仁风富硒西瓜赫赫有
名。张召文说，仁风富硒西瓜的
市场认可度很高，价格也比普
通西瓜贵，每年上市都卖得很
好。可是近几年有很多假冒的，

“遍地都是富硒西瓜，很多是假
货，有朋友说富硒西瓜不好吃
了，实际吃的是假货”。

在济阳仁风镇的公路上，
经常有很多打着仁风富硒西瓜
名号的农民在卖瓜。他们中，有
的已经开始使用富硒肥料，有
的则是普通西瓜，鱼目混珠，无
法辨别。“外观很像，不好辨别，
只是在口感上富硒的更好吃，
没办法，下一步准备在包装上
贴上追溯码”。

在济南棋盘社区菜市场，
卖草莓的大姐说，她卖的草莓
是历城董家镇的，个头大、品
相好的草莓 1 5元一斤，差一
点的 1 2元一斤，没听说过菜
市场内有人卖富硒的水果。在
济南历下大润发，记者在超市
的蔬菜、水果、米面等区域走
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富硒农
产品存在。

山东三旺农产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峰介绍，与普通农产
品相比，富硒农产品进入农贸
市场的非常少，大多是电话订
购或者网络订购，通过物流渠
道进入消费者手中，其产品卖
到长三角一带。

在张安村，新程果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郑新明告诉记
者，合作社种植的富硒草莓，市

场价一斤20元，普通草莓一斤
15元左右。富硒草莓主要增加
肥料成本，去掉成本，利润还是
要比普通草莓高。

三益合作社在章丘种了
500亩的富硒小米和富硒核桃。
三益合作社负责人蔡传东说，
普通的小米市场价10元一斤，
富硒小米15元一斤，普通的核
桃12-13元一斤，富硒核桃一斤

能卖到18元或20元。每逢过年
过节，产品被订购一空，一般走
物流渠道。

杨 峰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种植一亩地小麦，使用肥
料几十元，但却能增产差不
多 1 0 0斤，一亩地苹果，使用
大概一两千元的叶面肥，苹
果增产后的利润，比肥料的
钱多。

“富硒”两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农产品包装盒上。除人们熟悉的富硒西瓜、富硒草莓之外，如今
小米、核桃、木耳、茶叶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打上了“富硒”二字。记者了解到，富硒农产品价格比普通农
产品要高出不少，到底富硒能增加多少硒含量？富硒是个噱头还是确有其事呢？

本报记者 朱洪蕾

富硒产品已产业化，但没有国标、省标

富硒农产品，价格高利润高

业内人士说，富硒西瓜很多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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