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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

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树立大食物观”“要

向森林要食物”。森林食物主要是指森林或

者林地生产的食物，包括可食性的果实、花、

叶、枝、皮、根、脂液以及寄生物、附生物等非

木质林产品。

我国有 34 亿多亩森林、8000 多种木本

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党的十八大

以来，通过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和经济林生产

基地建设，森林食物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森

林食物产业已经成为林草主导产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显示，全国森林

食物年产量超过 2 亿吨，已经成为我国继粮

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人均森

林食物产量 130 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

来源广、种类多、消费旺，
向森林要食物潜力巨大

前不久，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遗产地范围内现有板栗栽培面积 80
万亩。

“板栗果可生吃、熟吃，既能当作粮食，

又 可 做 果 品 ，并 可 入 药 ，有‘ 树 上 饭 ’的 美

名。”宽城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

贺利说。

板 栗 是 大 家 熟 知 的 森 林 食 物 中 的 代

表。国家林草局改革发展司二级巡视员高

均凯介绍，森林食物可分为三大类，经济林

是森林食物生产的主力军，产品包括木本粮

油、干鲜果品、饮料调料、森林蔬菜等多个品

种和类型，其中大部分可以直接作为食品；

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形成的

林下经济产品；还有桑树、柠条、花棒等可以

作为牲畜饲料的间接性食品。

“森林是大粮库、大宝库，向森林要食物

潜力巨大。”高均凯说，我国可以生产森林食

物的经济林树种非常多，保守估计有 500—

1000 种。除了大家熟知的核桃、红枣、苹果、

柑橘、龙眼、蓝莓等干鲜果品，还有茶油、核

桃油、杏仁油等木本食用油，竹笋、香椿、山

野菜、林下食用菌等森林蔬菜，茶、咖啡、沙

棘 等 森 林 饮 料 ，花 椒 、八 角 、肉 桂 等 森 林

调料。

“森林食物的生长环境好，产品绿色安

全、味道鲜美、营养健康，多是传统的山珍美

味。其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特异性蛋白

质、油脂、花青素，以及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等物质含量高，有利于身体健康。”高均凯

说，科学利用森林和林地资源，发展经济林

和林下经济，有利于增加我国食物供给能

力、丰富食物来源、提升生活品质，加快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做足山文章，打好特色牌，
森林食物产业促进“绿富
双赢”

“山坡种了油橄榄树，增加绿化防止水

土流失，镇上向农户提供优良树种，进村指

导管护技术。现在我种了 70 多亩油橄榄，

仅靠油橄榄鲜果年收入就达到 20 多万元。”

甘肃陇南武都区外纳镇锦屏村村民贾永祥

说。陇南市全市油橄榄种植面积达 100 万

亩，主产区群众油橄榄产业人均年收入达

4000 多元，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

振兴方面作用明显。

“‘绿富双赢’是发展森林食物的鲜明特

点。”高均凯介绍，森林食物生产不占耕地，

扩大了食物生产空间，还能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我 国 一 直 高 度 重 视 森 林 食 物 生 产 。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多项措

施，支持各地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国

土绿化、荒漠化防治等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建设经济林生产基地，提高森林食物生产能

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国经济林面

积约为 7 亿亩，经济林产量 2 亿吨左右、产值

约为 2.2 万亿元，种植规模居世界首位。林

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到 6 亿亩，年产值突

破 1 万亿元。

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全国经济林种植

从业人口超过 9000 万，林下经济从业人口

达 3400 万，二者相加约占我国农村人口的

1/4；一些林区山区农民收入的 20%左右来

自林产品，部分林业重点县超过 60%。

高均凯介绍，原国家级贫困县中，726 个

有经济林种植，占总数的 88%，种植面积 3 亿

多亩、产量 6000 多万吨、产值 5000 多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 48%、29%、33%。发展经济林

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

很大、贡献很大。

做足山文章，打好特色牌。目前全国经

济 林 种 植 面 积 超 过 2000 万 亩 的 有 14 个 省

份，年产量超过 1000 万吨的有 9 个省份。核

桃、油茶、板栗、枣等 174 个经济林产区入选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占总数的 56.5%。

壮大经济林，延伸产业链，
全面提升森林食品数量和
质量

又是一年柿子红。在陕西富平县，到处

都 是 一 派 柿 子 采 摘 和 柿 饼 加 工 的 劳 动 场

景。富平尖柿加工制作而成的柿饼具有个

大、霜白、底亮、质润、味香甜等五大特色，深

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富平县林业局局长张军委说，目前全县

柿子栽植面积 36 万亩，挂果面积 18 万亩，鲜

柿产量达 28 万吨，加工柿饼 7 万吨。柿饼加

工产业集群带动 13 万人从事柿子产业，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 65 亿元。目前当地从柿饼

加工拓展到柿叶茶、柿子酒、柿子醋、柿子饮

料、柿子面膜、柿子酵素等 10 余种产品。

“经济林生态、生产、生活属性结合紧

密，是典型的乡村特色产业、林草支柱产业，

深受地方政府、种植农户、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高均凯说，国家林草局明确了一系列政

策 ，印 发《林 草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21—2025
年）》，多措并举推进全国经济林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国每年新造、改培经济林面积

2000 万—3000 万亩，全国经济林挂果面积

占总面积的 67%左右，经济林产量增加潜力

和空间仍然很大。

“要延长木本粮油产业链，提高产业总

产值，对林果、林菌等绿色食品进行深加工，

不断提升生态森林食品供给能力。”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幸良建议，重点发展

林下中药材、林下食用菌、林下养殖及林下

采集加工等，引导加工企业向林下种植养殖

集中区延伸；加强功能性代谢产物和副产物

的基础研究，通过与食品、医药等领域开展

科技合作，开展功能性产品的技术研发，提

升木本粮油产业的综合价值，延长产业链

条，全面提升森林食品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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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食物年产量超2亿吨，人均产量130公斤左右—

森林也是大粮库
本报记者 常 钦 李晓晴

近日，海军南昌舰党委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他们的先进事迹经广泛宣传报

道后，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

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和干

部群众认为，南昌舰党委是聚

焦新域新质作战能力生成、持

续增强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

效的优秀代表，是奋进深蓝写

忠诚的坚强战斗集体。

大家表示，要以南昌舰党

委为榜样，筑牢铁心向党的思

想根基，激发团结奋进的精神

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创

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新局面，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勇毅前行。

“英雄基因澎湃着无穷力

量，赋予这艘战舰宝贵的精神

财富。他们持续增强党组织领

导备战打仗质效，时刻保持因

战 而 生 、向 战 而 行 的 冲 锋 姿

态。”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认

真学习海军南昌舰党委的先进

事迹。在“西陲第一哨”戍守边

防 16 年的哨长黄正涛说，“作

为边防军人，我们要把学习先

进事迹，转化为听党指挥、戍边

守防的决心意志，牢记职责使

命，强化练兵备战，苦练打赢本

领，为祖国戍好边、守好防。”

刚刚结束训练任务返港的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延安舰第

一时间组织官兵观看了“时代

楷模发布厅”节目，依托“新老

水兵对话会”等活动，深入学习

南昌舰党委先进事迹。延安舰

技师曾繁昌备受鼓舞：“作为海

上新质作战力量的一员，我们

要以‘时代楷模’群体为榜样，

立足本职岗位，练强战斗本领，练就过硬战斗作风，锤炼备

战打仗硬实力，在壮阔大洋不断书写崭新航迹！”

近日，南昌舰党委的先进事迹在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旅“模范地空导弹营”官兵中间引发强烈反响。营党委一班

人一致认为，南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提高练兵备战能力，大兴研战谋战

之风，生动展现了党委抓战领战的坚定决心和自觉行动。

营党委一致表示，南昌舰党委坚强有力，带头抓练兵备战工

作是部队长期保持先进、建设全面过硬的重要经验。要以

南昌舰党委为榜样，聚焦建设“打仗型”党委班子，带头创新

训法战法、带头破解战训难题，促进部队战斗力不断提升，

向着建设新时代一流防空劲旅奋力前进。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南昌舰党委聚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团结带领全舰官兵传承英雄薪火、厚植先锋底色，圆

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是我们学习践行的榜样。”火箭军士官

学校教授顾爱云笃定三尺讲台，把党的创新理论化作涓涓

细流，滋润军士学员心田。她说：“我们要让党的创新理论

在导弹部队落地生根，用真理之光指引广大官兵奋进强军

之路。”

在理论学习课上，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官兵认

真学习了南昌舰党委的先进事迹。“作为新时代‘联勤人’，

我对南昌舰党委带领官兵赓续红色血脉、奋力转型发展的

光辉历程深有感触。我们虽然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但是

追求打赢的目标是一致的。”班长陈程孝说，“新年度开训

后，我们立即组织了实弹射击考核，现在又紧锣密鼓地准备

开展下一课目的考核。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使命任务，从

严从难锤炼胜战本领。”

新年伊始，武警西藏总队林芝支队练兵场上热血沸腾、

吼声震天。训练间隙，官兵围坐一起讨论学习南昌舰党委

的先进事迹。特战中队小队长王述明感慨：“南昌舰党委带

领官兵奋进深蓝写忠诚、乘风破浪守海疆，把党的政治优势

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驻

守在祖国高原地区，也要像他们那样，筑牢铁心向党的思想

根基，激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只争朝夕、不负重托、向战

而行，全力锻造过硬的特战尖刀铁拳。”

不久前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国防科技大学无人系统研究

所官兵学习“时代楷模”南昌舰党委事迹后，决心在练兵备

战中更加突出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党组织把关定向、攻坚克

难的战斗堡垒作用，铆足教研人员科技攻关的精气神，持续

向攻克关键技术发起冲锋。该所党委表示，将学习发扬“首

舰首责”的担当精神，坚持面向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聚焦

新域新质作战能力生成，不断推动新技术、新装备催生新战

法，为实现建军百年目标贡献科技力量。

“事迹感人，实至名归。时代楷模，当之无愧！”“致敬海

军南昌舰，致敬大国海军！”……网络平台上，南昌舰党委的

先进事迹引发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留言，“有你们

的安全守护，才有我们的平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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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 34 亿多亩森林、
8000 多种木本植物，蕴藏着
丰富的食物资源。统计显示，
全 国 森 林 食 物 年 产 量 超 过
2亿吨，已经成为我国继粮食、
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
品。什么是“森林食物”？如
何“向森林要食物”？记者进
行了调查。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电 （记者邱超

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 亿人。为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

化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加强零工市场

规范化建设的重点工作。

一是规范零工市场服务定位。将

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坚持公益性、普惠性、灵活性、兜

底性，整体谋划、统筹推进。

二是规范零工市场服务功能。重点

提供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撮合、职业

指导、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信息推

介、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权益维护指引等

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围绕灵活就业人

员求职就业实际需求拓展服务项目。

三是规范零工市场建设布局。合

理规划布局数量适宜、规模适度的综合

性零工市场、行业性和专业性零工市场

以及零工服务站点，构建分布合理、便

利可及的灵活就业服务网络。

四是规范零工市场运行模式。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行运作的零

工 市 场 ，明 确 管 理 机 构 和 工 作 人 员 职

责。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挂零工市

场牌子的，划分灵活就业服务专区或设

立专门服务窗口。对委托社会力量运

行管理的零工市场，按照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要求，明确承接主体和购买

内容，严格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

五是规范零工市场信息分析。及时公布本地零工市场主

要行业及岗位求人倍率信息，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求职择业。

六是规范零工市场服务要求。建立健全工作规章制

度，统一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

七是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多种渠道充实人员队伍，提

升工作人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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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8日电 （记者林丽鹂）近日，国家标准委

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工作

方 案》，以 标 准 化 助 力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普 惠 化 、便

捷化。

方案对照国家界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进一步

对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九大领

域标准化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方案共提出 7 项重点工作、3 项保障措施，给出了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重点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九

大领域和基础通用领域，提出未来研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重点方向，并对地方政府如何制定科学适用的地方标准、

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如何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给出引导。预

计到 2027 年，将新研制 200 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配套地方标准将更加完善有效，逐步健全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体系，创建 80 个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进

一步提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总体水平，增进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8部门拟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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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时节，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积极开展疏浚河道工作，加固堤坝，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农业灌溉、防洪抗灾能力，

为农业生产和防汛抗旱夯实基础。

图为 1 月 8 日，淮河入江水道整治邵伯湖西邗江方巷小运河防洪完善工程施工现场。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