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
2035年）》。作为统领“三农”工作
的战略总纲，《规划》对全环节完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进行了谋划。

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倾向，
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
国，就是要向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
式看齐。经营体系强是农业强国
的共同特征，但世界并非只有一种
模式，对具体国家来说，经营体系
强不强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我们常说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最
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
长期存在。处理好规模经营和小
农户经营的关系，把小农户引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是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正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的
本源性制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
是从小农户中发展、分化、升级而
来。目前，我国有承包农户约2亿
户，家庭农场约400万个、农民合作
社213.6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超过109万个、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超过9万家。以亿为单位
的农户和以万为单位的新型经营主
体并存是中国农业的实际。农业现
代化需要规模经营，但不能脱离上述
实际。因此，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
好，而是要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和
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相适应。

农业的很多问题要以大历史
观来审视。如果全国农户平均耕
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现有19
亿亩耕地只需要 1900万农户，那
其他的 1.8亿农户、数亿农民干吗
去呢？毕竟农民要进城，但也不可
能都进城。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
通过流转土地搞欧美那样的大规
模集中经营，也不可能走一些国家
每家每户设施装备小而全的路
子。可见，改变分散粗放的农业经

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不能盲目地搞以土地集中为主要
特征的规模经营，而是要探索农业
经营方式的多样多变。

经营方式的多样多变是我国
农业的显著特征。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农业资源的丰富多元，另一方
面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有各自的
优点和不足。小农户是基本经营
单元，但面临生产规模小、经营成
本高、竞争能力弱的问题。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丰富农产品供给、提
升农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
用，但组织性不强，发展不规范。
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的同时，要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
持政策，帮助小农户解决一家一户
干不了、干不好、干不划算的事，形
成共同发展的局面。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农产品生产国和进口国，农业发展
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竞争力较弱、
价格波动频繁等问题。只有通过
经营体系创新，才能为农业发展赢
得更多空间。适应大国小农到大
国强农的转变，完善农业经营体系
就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
机衔接，发挥组织农民、帮助农民、
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作用。

从现实路径看，完善农业经营
体系要“两条腿”走路。通过土地
流转，培育规模经营主体，这是一
条路；发展社会化服务，培育规模
服务主体，这也是一条路。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发展过程也是应用先
进技术装备武装小农户的过程。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面临产业规
模不大、领域不宽、质量不高等问
题。必须大力发展全程高效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建设区域性农业全
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主体多
元、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联农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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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节完善农业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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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喝奶茶就不要喝水”？近日，某茶饮品牌一家门店
张贴的通知引发争议。涉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模仿
网络搞笑段子，目前已撤掉。对此，不少网友认为：拿健康
开玩笑可不是幽默。奶茶是绝对不能替代正常饮水的，这
是常识。产品营销罔顾常识、误导消费，这个玩笑一点也
不好笑。

近年来，营销广告“翻车”时有发生，抖机灵不成反伤
其身的案例不在少数。此次风波再次警示商家：营销可以
创新，玩梗必须有“度”。 （文/吴夕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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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杂议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
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强
调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应对外
部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强化底
线思维，其中重要任务就是做好基层

“三保”工作。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

财政最基本的职能，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这些年我国高度重视兜牢
基层“三保”底线，中央财政建立了比
较完善的“三保”制度机制，基层财政
运行总体平稳，但局部地区“三保”保
障压力仍较大。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凡事要
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争取
最好的结果。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扎
实做好经济工作。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
然要求，在当前外部压力加大、内部
困难犹存的复杂形势下，更应引起高
度重视。从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看，
收入总体呈恢复态势，不过“紧平衡”
格局还是较为明显。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特别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不让基本民生保障出问题，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中央政治局会议部
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
预期”“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系”“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无
不显示出对民生的高度关切。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加大财
力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今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34万
亿元，同口径增长8.4%，重点增加一
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增加安排
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激发地方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引导地方提高发

展质量，增强内生动力。从地方看，
受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
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等影响
较大，各地要努力开源节流，通过激
发市场活力培育税源，坚持“三保”支
出在预算编列中的优先顺序，足额安
排“三保”支出预算。树立政府“过紧
日子”的思想，优化支出结构，压一
般、保重点，腾出更多财力用于“三
保”支出。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是一项长
期任务，建立健全管根本、管长远的
体制机制尤为重要。要严格落实分
级保障责任，健全县级为主、市级帮
扶（兜底）、省级兜底的责任体系；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拓展地方税源，增
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扩大地方税收
管理权限，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
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持续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建立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
制，把县级财政运行这个基础筑牢、
夯实，化解“三保”不稳定因素。

此外，基层“三保”状况容易出现
变化、波动，需要强化动态监测。加
强“三保”支出预算执行管控，及时提
醒提示风险，进行妥善有效处置。

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
政策，必须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增
强政策之间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中，就业问题十分关键。要
坚持就业优先，用足用好稳岗返还、
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提高失
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促进充分
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兜的是人
民福祉、基层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
同时也将有效助力巩固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基本面。

加大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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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要说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印发《食品添加剂滥用问
题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
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
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其中，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
尤为突出。从个别网红奶茶的“科技
与狠活”，到某些预制菜的“防腐剂疑
云”，再到“3·15”晚会曝光的磷酸盐
含量超标 145%的“保水虾仁”，食品
添加剂滥用问题已成为老百姓“舌尖
上的焦虑”。

食品添加剂作为现代食品工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使用能够起
到改善食品品质、延长保质期等作
用。事实上，从清晨奶香浓郁的面包
到夜晚香气扑鼻的泡面，从餐桌上的

正餐食材到小孩子爱不释手的可口
零食，都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但是，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超范围、超限
量滥用食品添加剂很可能带来健康
隐患。比如，过量使用防腐剂、色素
等添加剂可能导致人体内毒素积累，
引发慢性疾病甚至癌症。因此，治理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不仅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需要，更是维护消费者健康
权益的重要举措。

如今，老百姓谈食品添加剂而色
变，暴露出的正是当下食品添加剂滥
用的治理短板。一是监管不足。尽
管有相关标准，但由于食品行业的复
杂性和广泛性，监管难以覆盖所有方
面，存在标准跟不上“技术创新”，罚
金远低于违法收益等问题。二是商
家道德感缺失。一些商家为了追求
利润，罔顾道德和安全底线。三是公

众意识缺乏。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
了解不够，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
制。

有的放矢，重拳出击。六部门联
合出台《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
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的综合治理
行动，正是回应民众诉求，直击当下
食品添加剂领域的问题和痛点，打出
了一套治理组合拳。从《方案》的具
体内容来看，一方面强调全过程治
理，要求加强源头治理，强化食品添
加剂生产、销售及使用监管，严厉打
击违法行为，开展全过程食品添加剂
滥用问题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强调
系统治理，将加强部门间协作作为重
要手段。例如，各级食安办将牵头强
化部门间风险会商和问题通报机制，
形成打击食品添加剂滥用乱象的合
力。

食品添加剂不是洪水猛兽，关键
在于“用对量、把准度”。这就需要用
精细化的治理、强有力的监管为其装
上“安全阀”。整治食品添加剂乱象绝
不是“一阵风”，《方案》出台只是第一
步，接下来，还要持续加强动态监管，
及时将新型食品添加剂纳入监管视
野，让监管的步伐跑得比“黑科技”更
快。要强化日常监管，全面覆盖“从田
间到舌尖”的全链条，特别是针对网络
定制食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要有新
办法新机制。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让无良商家有所敬畏，不敢伸手。此
外，还需提升公众参与度，为食品安全
治理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如此，
才能实现让老百姓既能“吃得饱”，更
能“吃得好”“吃得放心”。

谭敏

添加剂滥用治理，雷声雨点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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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养殖行业存在饲料资
源有效利用不足的问题。在保障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前提
下，持续推进饲料粮减量替代是有效
破解之道。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近日
印发《养殖业节粮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统筹推进提效节粮、开源节粮、优
化结构节粮三大措施，降低对玉米、
大豆的依赖，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
提升养殖业竞争力，实现资源高效利
用与行业可持续发展双赢。

我国是粮食大国也是养殖大国，
饲料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 40%以
上。由于传统养殖方式较粗放，饲料
粮浪费也较为严重。例如，生产环节
以人工饲喂为主，人工投喂撒漏率
高，过量投料普遍存在。饲料配方营
养配比失衡，存在蛋白质过剩、能量
不足问题，未建立动态营养调控体
系，育雏期与育肥期“一料到底”，阶
段营养不匹配。饲料粮替代原料不

足，过度依赖玉米、大豆，农作物秸
秆、酒糟、沼渣沼液、餐厨垃圾、昆虫
蛋白、藻类蛋白等非粮饲料利用率
低。受品种性能制约，低效品种饲料
转化率低，寄生虫病等问题进一步降
低养殖效益。饲料粮资源损失浪费
严重，增加养殖成本和环境压力。实
施养殖业节粮减损行动势在必行。

提效节粮，科技赋能至关重要。
加快推广精准饲料配方技术体系，精
准配方、科学喂养，重点围绕肉鸡、蛋
鸡、肉牛、肉羊、鱼、虾等养殖动物品
种，构建模型。组织制定修订主要养
殖动物品种的低蛋白饲料标准、饲养
标准和低蛋白多元化饲料生产技术
规范。研发高效饲料添加剂、小品种
氨基酸及酶制剂，适配不同养殖条
件，实现精准营养调控。开发数智化
饲喂软件，推广智能化饲喂设备，推
动“人工饲喂”向“智能饲喂”转型，提
升投喂精准度。因地制宜发展畜禽

立体养殖和水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等模式，提升空间利用率。精准营
养、智能饲喂正在改变传统养殖方
式，让每一粒饲料“物尽其用”。

开源节粮，充分挖掘利用非粮饲
料资源，推动饲料结构多元化。我国
农作物秸秆、酒糟、餐厨垃圾、沼渣沼
液、林木枝叶、优质牧草等非粮饲料
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应推广微
生物发酵技术，将农作物秸秆、糟渣
类产品等地源性低值原料转化为高
蛋白饲料。加快推广新型高效资源
转化型饲料原料，支持微生物菌体蛋
白扩大产能，有序扩大餐桌剩余食
物、动物屠宰下脚料等新蛋白资源饲
料化利用试点范围和规模，加快推广
尿素等非蛋白氮饲料化利用。昆虫
蛋白、藻类蛋白被认为是未来的超级
饲料，要积极探索昆虫蛋白、藻类蛋
白等资源饲料化利用途径。加快苜
蓿、羊草等的培育，培养优质高产、饲

用性能优良、抗寒耐旱耐盐碱的饲草
新品种。发展饲草种植，拓展饲草发
展空间，推动饲草全产业链发展，实
现“以草代粮”。

我国养殖业以生猪养殖为主导，
生猪饲料中玉米和豆粕占比较大，

“料肉比”远高于禽类和水产品。应
引导完善养殖品种结构，构建高效节
粮生产体系。持续调整优化生猪产
能，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强化产能
监测预警，引导科学出栏，促进供需
平衡。发展节粮型高效肉禽生产，积
极引导禽肉消费，提高禽肉消费比
重。促进牛羊产业稳定发展，推广

“牧繁农育”“暖季适度放牧、冷季舍
饲半舍饲”等生产模式，促进以草代
料。加速发展设施渔业，稳步提升养
殖水产品供应能力。优化养殖结构
需政策、科技、市场协同发力，推动肉
类消费“红转白”，从源头减少饲料粮
消耗。

养殖业节粮行动，是养殖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战役，更关乎饲料粮安
全的战略转型。对此，需要技术创新
与理念升级并重，推动养殖业从“资
源消耗型”走向“高效可持续型”，构
建更有韧性的粮食安全体系。

刘慧

养殖业提效节粮潜力大
养殖业节粮行动，是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役，更关乎

饲料粮安全的战略转型。需要技术创新与理念升级并重，推动

养殖业从“资源消耗型”走向“高效可持续型”，构建更有韧性的

粮食安全体系。

TopicTopic

夜幕初垂，一些上班族走进面包
店，打开手机扫码领取属于自己的面
包盲盒。这些盲盒里装着前一天或
当天剩下的经过保鲜处理的面包，口
感可能稍打一点折扣，价格却只有原
价的三分之一左右。（5月6日半月谈
公众号）

“15.9元开出原价近40元的网红
面包”“19.9 元吃出 100 元的幸福
感”……打开社交平台，不少人分享
着自己购买面包盲盒的经历。从本
质上看，这种看似新鲜的模式其实就
是折价销售，相比普普通通贴上一个
打折标签，面包盲盒为何能在年轻人

中悄然走红？
价格实惠依然是很重要的原

因。据报道，有不少面包盲盒价格约
为正价商品的 3—5折。而除了这份

“看得见的实惠”，“看不见的惊喜”也
是其魅力所在。盲盒经济的核心，从
来不止于商品本身，更在于情绪价值
的贩卖。面包盲盒亦然。消费者购
买、拆盒的过程中，那种期待、好奇，
或惊喜或小失落的情绪流动，本身就
是一种低成本的“娱乐”体验。与此
同时，大家将自己的“拆盒Vlog”发布
上网，与同好网友交流拆到自己心头
好的乐趣、讨论还有哪家店值得去、

分享自己为环保作出的贡献，其实也
收获了与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不
失为年轻群体构建轻量化社交关系
的一种方式。

进一步看，对于商家而言，进行
资源整合、推出面包盲盒等产品，既
减少了浪费，为自身店铺增加了商品
的“情绪触点”、增加了营收，又能够
让顾客买到不错的商品，何乐而不为
呢？往深了说，这种模式也为解决其
他易腐食品的浪费问题提供了新思
路。在年轻人逐步形成反浪费、理性
消费观的当下，如此模式可谓一举多
得。

不过，一些潜在风险也不容忽
视。譬如，如何保证临期商品的安全
性？如果有商家用盲盒清库存却模
糊临期标识，或者没有进行严格的质
量把控，就可能引发消费纠纷，甚至
透支产品信誉。再如，如何在推出剩
菜盲盒的同时保障正价商品的销售
量？盲盒商品便宜实惠、性价比高，
那么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就不再购买
正价商品了，利润微薄的盲盒反而被
哄抢。如何平衡这两者，还需要商家
多多思考。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皇甫思逸

SpeakSpeak

对食物盲盒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

征稿启事：
本版关注的是乳业界的热点话题，常有业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参与话题的讨论。如果您有见解独到，论点鲜明，论据充足的稿

件，欢迎您投稿。稿件请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

邮箱：rysb2007@163.com

乳业 报
DAIRY TIMES视点02 2025.05.16

责任总编：赵敏 责任主任：张耀 编辑：董仙鹤 版式策划：董仙鹤 一读：范俊 贺冉 Viewpoint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