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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取得十项共识
与各国共建共享，在潍坊设立国际粮食减损研发交流平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经过一天半的研讨交流、展览
展示，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于9月11日
中午闭幕。“会议规格高、参会国家
多、代表性广、关注度高。”当天下
午，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新闻发布
会上，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隋鹏飞介绍了本次大会的几个鲜明
特点。

一是会议规格高。习近平主席
提出召开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的倡议
并亲致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吉炳
轩副委员长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
辞。二十国集团及有关国家24国农
业部部长、6国农业部副部长、6位国
际及区域组织负责人发表演讲，16
位驻华大使出席会议，为大会建言
献策。

二是参会国家多。除阿根廷、巴
西、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美
国、英国等二十国集团国家农业部
部长外，我们还邀请了巴基斯坦、柬
埔寨、越南、智利、匈牙利、斐济、联
合国粮农组织等50多个国家及国际
组织300多名嘉宾与会。

三是代表性广。参会的不仅有
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二
十国集团成员，又有各区域代表。不
仅邀请了政府代表，还邀请了国际
组织负责人、跨国公司代表、外国专
家参会。

四是关注度高。大会受到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不少国家、国际组织
主动参与，积极交流。会前，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就有关
问题答记者问，为大会宣传预热，9月7
日央视晚间新闻联播进行了报道。9月
10日央视晚间新闻联播对大会再次进
行报道。大会全程实况直播，11日上
午10:00，在线人数达到5 . 9万人。

这次大会共有70位嘉宾进行了
致辞发言和演讲交流，取得了十项
减损共识成果：

一是行动减损。此次大会成功
发布《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
议》，提出各国加强粮食减损的重点
领域和合作方向，为各国开展粮食
减损提供借鉴，得到参会各方认可。

山东率先发布《山东粮食减损行动
方案》，先行先试，值得肯定。

二是机制减损。此次会议可被
视为国际粮食减损领域的里程碑活
动。响应参会代表呼吁，推动节粮减
损国际合作机制化，择机召开第二
届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开展经验分
享，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三是平台减损。宣布在山东潍
坊设立国际粮食减损研发交流平
台，与各国共建共享，推动开展有关
科技、政策、法规及实践等的交流、
创新和试验。

四是生产减损。认识到生产减
损依然是大范围的、需要任重而道
远的行动环节。特别是要建设旱涝
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推广精量播种，
提升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水平，增强
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生产的良田、良
种、良制、良机、良法“五良”融合，做
到生产过程减损。

五是收获减损。着力推进精细收
获，强化集成配套，鼓励开展社会化机
收服务，尽可能做到“颗粒归仓”。

六是储运减损。完善仓储设施
建设和装卸运输方式，推广安全高
效节能储运新技术，支持引导农户
科学储粮。

七是加工减损。倡导适度加工，
建立科学的加工标准体系，优化加
工技术装备和工艺，挖掘加工副产
物利用潜力，提高成品粮率和副产
物综合利用率。

八是流通减损。完善粮食运输
物流体系，开发专用技术和装置，建
设粮食接卸专用平台，开展物流标
准化示范，特别重要的还有更大范
围开辟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九是消费减损。引导节约理性消
费，健全餐饮业服务规范、行业标准，
提倡“光盘行动”，避免“舌尖上的浪
费”，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十是意识减损。粮食减损是系
统性工程，需要提升各参与方的节
粮减损意识。形成政府引导，农户、
市场主体、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等全
社会共同参与，全环节协同，全方位
共抓的格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7%

粮安天下，种业“芯片”先行，粮食
增产减损要从源头抓起。

2020年山东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1089 . 4亿斤，比上年增加18亿斤，连续
7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2021年夏粮再
获丰收，总产、单产双创历史新高背后，
山东种业创新力量功不可没。

山东培育了农作物新品种2100余
个，形成了济麦、登海、希森等系列品
牌。济麦22推广面积连续九年蝉联全国
第一，累计达2 . 7亿亩；济麦44、济麦
229入选我国超强筋小麦品种，品质可
与进口强筋小麦相媲美；山农28小麦
2020年实打单产856 . 9公斤，创下全国
新高；鲁单、登海等8个品种入选“荣誉
殿堂”玉米品种。

作为农业的“芯片”，一粒好种子不
仅能为农民带去丰收，对于所需的生产
要素也是一种节约。山东省累计投入省
级财政资金3 . 5亿元，支持了161项良
种工程项目。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到98%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
达到47%。

接下来，山东将着力建立完善现代
高效的粮食生产体系，优化粮食生产方
式，加快种业创新和粮食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增强
社会化服务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既促
进农民增收，又避免损失浪费。

“智慧粮仓”让减损精准化

从田间到粮库存储，也是粮食减损
的重要一环。

夏粮集中收购期恰逢雨季。但今
年，齐河县胡官屯镇潘庄村种粮大户潘
尚振并没有受到下雨的困扰，他将收获
的3万多斤小麦第一时间全部拉到了附
近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拉这儿来，晒
干、扬净、入了仓，人家有先进的设备，
管理技术比较先进，储存粮食，又省力
又省心。”老潘说。

山东目前已建成280家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为农户提供粮食产后代清理、
代烘干、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为主的

“五代”服务，打通农民售粮“最后一公
里”，推动农户存粮从“路边晾晒、自然
风干”逐步向专业化、科学化、社会化服
务转变。

9月10日，在中央储备粮济南直属

库，粮库安装有内环流控温系统，使粮
库自带中央空调，粮库温度常年保持在
15℃以下，最高不超过25℃，实现低温
储粮，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保证粮
食的营养和新鲜度，综合储存损耗率已
从2%降到1%。而这背后是一整套粮食
收购入库、储藏保管、销售出库等全业
务流程的信息化支撑。

“冬季积蓄冷源，夏季智能环流，粮
食始终保管在‘空调房’里，保障每一颗
粮食的品质。”浪潮智粮产品部总经理
荆世华介绍，浪潮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打造的“智慧粮库”，不仅具备智能粮
情、智能安防、数量测量、智能通风、智
能空调等智能化管理，还包括电子测
温、机械通风、内环流和智能粮情监控
系统等设备，相当于在粮库建立起了

“千里眼”，能够实现粮食数量和质量管
控的责任可追溯，让粮食管理部门的运
营效率和管控力度大。

今后，山东将着力建立完善智慧系
统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先进技术、工
艺、装备的研发、转化和推广应用，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粮食减损
智慧化、精准化，为粮食安全插上科技
的翅膀。

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今年4月反食品浪费法实施，把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早在2014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
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实施意见》，
从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等八个方面
提出了反对食品浪费的具体举措。今年
以来，山东各地深入推进餐饮单位反对
食品浪费工作，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纳
入餐饮服务全过程，引导消费者适量点
餐、理性消费，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开展“光盘行动”，倡导理性用餐。
鼓励餐饮单位创新经营服务方式，科学
合理设计菜单，按照“半份、半价”“小
份、适价”的原则，推广“光盘行动”；主
动提醒消费者按人按量点餐，餐后提供
环保打包服务，合力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

山东提出，加强粮食减损法治保
障。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反食品浪费
地方立法进程。今后，将着力建立完善
绿色节约的食品消费体系，加强餐饮行
业食品浪费监管，推进公共机构餐饮节
约管理，推动厨余垃圾和食品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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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发掘，三星堆最后
两个“盲盒”盖子终于打开，7号、8
号“祭祀坑”露出厚实器物层，发
现数百根象牙、玉器、金器、前所
未见的青铜器，复杂程度前所未
见，包含的历史信息和价值超越
想象。

记者近日来到三星堆祭祀区
考古发掘现场，这里的进度和前
几个月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尤其
是面积较大、被专家认为是一组

“CP”的7号和8号“祭祀坑”，神秘面
纱终于揭开，坑中铺满了象牙、青
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琳琅满目，
层层叠叠，目之所及非常震撼。

据专家介绍，7号和8号“祭祀
坑”的特点之一是象牙非常多，7号

“祭祀坑”已经暴露出来的象牙已
有180根，8号“祭祀坑”已有202根，
这还不算埋在下面尚未露出的。

“尤其在坑中央的部分，象牙
有好几层，几乎是密不透风的，下

面什么器物都看不到。”负责7号
“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黎
海超说。

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还
有一个特点是玉器多，其中包括
玉璋、玉凿、玉斧、玉瑗等，琳琅满
目，美不胜收。“满满的一层几乎
都是玉器，数量让人震惊。”

甚至还有好几件前所未见的
玉器。其中一件还未完全出土的
葱绿色“玉板”很有特色，看起来
它镶嵌在一块镂空的青铜网格之
中，形态非常罕见。商周时期称青
铜为“吉金”，黎海超说：“这件首
次发现‘金镶玉’，还需要进一步

发掘确认最终形态。”
此前与其他“祭祀坑”同时发

掘的8号“祭祀坑”是目前唯一有
厚实灰烬层的，考古学家们花费
了长达4个月的时间来清理，从灰
烬里清理出3000多片青铜器碎
片、280多件玉器、超过360件金箔
器等。

在参观者看来，表层的碎片
似乎有点可惜，价值不高。但专家
们认为，这些碎片对研究当时的
祭祀文化、流程具有很高价值，而
且数量较大，经过修复也能惊艳
亮相。

负责8号“祭祀坑”发掘的北

京大学副教授赵昊告诉记者，一
些大型青铜器在象牙层的表面开
始露出来了，其中一件神坛造型
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就连考古学
家都感到震撼。

“太奇特了，我们也不知道怎
么给它定名。”赵昊说。

根据赵昊描述，这件神坛与
1986年三星堆发现的神坛完全不
一样，因为神坛还未完全出土，目
前只能看到局部，已经露出了三
层正方形台基，台基上有姿势迥
异、大小不一的青铜人像造型，有
的身着飘带彩衣、翩翩起舞，有的
小腿布满文身、肩扛祭品……神坛

上还有一只戴着“项圈”的神兽。
这件神坛旁边还有一只目前

发现最大的三星堆“神兽”，相当
于成年的柯基犬大小，大眼宽嘴，
细腰粗腿厚臀，看起来非常可爱。
神兽头上的独角还顶着一个平
台，平台上站立着一个青铜立人。

“为什么说神坛很重要？它不
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
是它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
着三星堆的人对于世界的理解。”
赵昊说。

此外，8号“祭祀坑”还发现了
见证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交融的
朱砂彩绘青铜尊、面部彩绘的青
铜人头像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冉宏林介
绍，目前7号和8号“祭祀坑”也只
是刚刚揭开“盖子”，更多精彩文
物尚待揭晓，好戏还在后头。

据新华社

惊艳！三星堆最后“盲盒”揭盖
发现数百根象牙、玉器、金器、前所未见的青铜器，更多精彩文物尚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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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省，山东不仅是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和加工转化大
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三，连续7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其中夏粮产量居全国
第二位，占全国的18%，而且山东粮食品质优、产品好、品牌响，粮食产业经济工业
总产值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力，山东
在全国率先出台粮食减损行动方案，着力构建粮食增产减损保障体系，力争到2025
年全省粮食损失率降低到5%以下。

行动减损1
机制减损2
平台减损3
生产减损4
收获减损5

储运减损6
加工减损7
流通减损8
消费减损9
意识减损10

十项减损共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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