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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原料基地

米面制品米面制品
河南、新疆、内蒙古河套地区小麦种植基

地；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水稻种植基地等

植物油植物油
黄淮海地区花生种植基地、东北地区大豆

种植基地、湖南油茶种植基地等

制糖制糖
广西、云南甘蔗种植基地；新疆北疆、黑

龙江、内蒙古、河北甜菜种植基地等

水产品水产品
福建、山东等海水养殖基地；江苏阳澄湖大

闸蟹、广东湛江对虾、海南罗非鱼养殖基地等

乳制品乳制品
内蒙古、宁夏牛乳生产基地；辽宁娟姗牛

乳生产基地；陕西、山东羊乳生产基地等

饮料饮料
广西桂林罗汉果、海南澄迈咖啡豆、江西

赣南脐橙、贵州刺梨种植基地等

制茶制茶
浙江杭州龙井茶、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

安徽黄山毛峰、福建乌龙茶、湖北咸宁青砖
茶、广西六堡茶、云南普洱茶种植基地等

进入 5 月，小龙虾集中出水，一年一度的“吃虾季”又红火
开启。不少内行的食客看重产地，认准“龙虾之都”江苏盱眙、湖
北潜江下单。

同样是初夏时节，中国南方的荔枝已挂满枝头，陆续进入商场
超市。一些消费者专挑“中国荔乡”广东茂名的果子。

还有江苏阳澄湖大闸蟹、山东烟台苹果、云南野生菌、浙江杭州

龙井茶、安徽黄山毛峰……一批中国传统优势食品产区的好味道总
是让人印象深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发布《关于培育
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壮大传统优势食品产区规模，并明确多项支持政策。

中国传统优势食品产区有哪些？“舌尖”幸福如何打造？本报记
者为您一探究竟。

探访中国传统优势食品“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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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批
“舌尖”美味极具地方特色

在湖南，三湘四水的广阔乡野间，经常
可见一片片绿油油的油茶林。这里产出的油
茶，在全国各地赢得不少粉丝。

“世界油茶看中国，中国油茶看湖南。”油
茶树一般在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等亚热带地
区栽培。湖南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为
油茶生长提供天然“土壤”，中国油茶产量近一
半来自湖南。澄清透亮、清香四溢，当地老茶农
常说“土壤好、茶树好、茶油好”。从山林间生
长，到餐桌上添香，茶油这颇具代表性的产品
是当地许多农人的骄傲。

湖南油茶种植基地，正是《意见》公布的
特色农产品原料基地之一。

相比油茶，大众更熟知的饮品茶叶同样优
势产区分明。“我国茶叶生产分布于20个产茶
省、千余个产茶县。各地因发展历史、环境气
候、风土人情等区别，形成了积淀丰厚技能经
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制茶产业。”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说。

据介绍，目前中国已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名
优绿茶、东南沿海优质乌龙茶、长江上中游特色
和出口绿茶、西南红茶和特种茶等具有代表性
的茶叶优势区域，生产集中度达到产业的80%
以上。此外，新疆番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0%；海南胡椒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86%以
上；云南食用野生菌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
一批优势食品产区的地位突出。

《意见》公布的特色农产品原料基地有哪些？
从米面制品、水产品、加工蔬菜、乳制品、调味品到
白酒、饮料、制茶，13大类共百余个种植和生产基
地列入名单。其中，既有江苏盱眙、湖北潜江小
龙虾养殖基地，广东茂名荔枝龙眼蜜源基地，宁
夏、青海枸杞种植基地等家喻户晓的优势产区，
也不乏湖南津市藠头种植基地，广东英德麻竹
笋种植基地，吉林通化野生山葡萄种植基地等
颇显小众的产区。产区名单一公布，不少网友笑
称“为‘吃货’提供了按图索骥的路线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源远流长的中华饮食
文化滋养和催生了大批极具地方特色的‘舌尖
美味’。”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孙宝国
说，传统优势食品产区的建立，将促进地方食物
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多元化的食品供给体系
为食品工业的健康转型夯实根基。

加强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
保证地方特色食品“原汁原味”

4月7日，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
村，一车车伦晚脐橙发往全国各地。

与其他品种不同的是，这批伦晚脐橙挂果过
冬，经过“三青三黄”，历时12至14个月才肯下枝
头。此时面市的脐橙，吃到嘴里，甘甜入喉，果肉易
化。当地农民说“这是吸足了日月精华”。秭归脐
橙，也是享誉八方的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宜昌蜜桔、秭归脐橙、清江椪柑——这
是湖北宜昌市柑橘产业的三大招牌。宜昌当
地培育柑橘历史悠久，去年的数据显示，全
国大概每 10 颗柑橘就有一颗产自这里。宜昌
柑橘果实不仅供鲜食，还制成罐头、果汁，全国
最大的橘瓣罐头加工基地也在此落户。

为何强调产区？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绝大多数食品产品以食用农产品为原料，是第
一产业的直接下游，与农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特别是地方特色食品的原料大部分为
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异、独特资源，是当地独
有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产品原
料基地建设，能够推动各地传统饮食文化和加
工工艺传承发展，保证地方特色食品‘原汁原
味’。”该负责人说。

“食品工业和农业关系紧密。”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说。比如，水果鱼肉是罐头、
饮料的原料，米面蛋奶是焙烤食品的原料，五谷
杂粮是酿酒的原料，甘蔗甜菜是制糖的原料。据
统计，轻工业50%的行业、70%的产值涉及农业，
轻工行业涉农人员近2亿人。推动传统优势食品
产区发展，对产业上下游均有重要意义。《意见》
明确提出，加快推动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并将增
强优质原料保障能力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产区优势如何保持扩大？在秭归常能听到
这样的故事：一些当地农户是三峡移民，当年搬
家时，许多上山的平板车装的不是家电家具，而
是脐橙树。去年7月，当地一度进入少水时节，
为了让脐橙树及时“喝饱水”，农民们夜里打着
手电筒，在长江边架起钢管，引水灌溉；临近入
冬，大家又为树干包上塑料薄膜，防寒保暖……

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为传统优势食品产
区的形成打下基础。近年来，随着食品工业快
速发展，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到 2025 年，传统优势食品
产区规模不断壮大，地域覆盖范
围进一步拓展

传统优势食品产区未来要建成什么样？
“到 2025 年，传统优势食品产区规模不

断壮大，地域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培育5
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传统优势
食品产区”——《意见》提出明确目标。

如何实现？
中国确定了多项举措，包括丰富原料品

种、建设原料供应基地、强化利益联结机制
等。比如，鼓励地方特色食品生产企业以订
单农业等方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稳定的协作关
系，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实践中，一些地方已经展开多种形式的探
索。比如，近期，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
村迎来“盒马村”的新身份，进一步推进与新零
售平台盒马的深入合作。

“我们在这儿建立了数字农业示范村，在
种植、采收、品控、物流等每个环节都实施标准
化、数字化。”盒马村负责人、三峡辰龙果蔬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罗海涛说。

标准化——种植端，为保证每颗脐橙的
“营养”，一棵树上只能有三根主枝，每根结果
40至 50斤；采摘季，要求果农“一果两剪”，保
证脐橙安稳下枝头。

数字化——盒马村“长”在山上，但埋在地下
的传感器、附于地表的自动喷淋设施、飞在天上的
植保无人机，把脐橙树照顾得很周到。此外，全自
动化脐橙光电分选机，一条流水线为脐橙做“体
检”，糖度数据、果面瑕疵情况尽在掌握中。“精品
橙质优价更高，我们每亩地脐橙能再增收5000
元。”现代科技手段，让当地农民尝到甜头。

瞄准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建设，不少地方和
行业也已明确了具体举措。比如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提出加强现代茶叶生产原料基地建设，进
行品种改良和茶叶种植管理，加速推进高标准
茶叶生产基地覆盖率提升；江苏明确推动盱眙
小龙虾、阳澄湖大闸蟹、洞庭湖碧螺春茶等种
养殖基地加强原料品种培育、资源保护利用，
打造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产品。

孙宝国说，通过传统优势食品产区的培育，
有利于形成以地方食品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产
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延长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初夏时节，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海
野鹿荡滩涂湿地水草丰美，成群的麋鹿在湿地嬉戏、
觅食。这里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和最完整
的麋鹿基因库，随着湿地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仔鹿和
麋鹿种群数量逐年扩大。

5月 22日是第 23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十四五”以来，中国以旗舰物种
拯救保护为抓手，持续推进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建
设，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栖息繁
衍环境稳步改善。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
生物多样性受威胁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家林草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系统实施极度濒危野生
动物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通过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培植、放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
措施，有效增强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亚洲象、雪豹、
东北虎、海南长臂猿、黔金丝猴、藏羚、莽山烙铁头蛇、
苏铁、兰科植物等 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
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华盖木由最初发现时的6株增长到1.5
万株，巧家五针松由最初发现时的 34 株增长到 3000
多株，百山祖冷杉从最初发现时的3株成功野外回植
4000多株。

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 300 多头，海南长臂猿野外
种群增至6群37只，白头叶猴野外种群增至1300多只，
中华穿山甲分布点位不断增加，东北虎分布范围从长
白山脉扩大到大小兴安岭，野外种群增至 60 只左右。
朱鹮分布区从3个省扩展至7个省，野外种群超过7000
只。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698只，人工繁育朱
鹮种群数量达到 1496 只。通过野化放归，在多个省份
重建了麋鹿、普氏野马野外种群。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大邑管护总站巡
护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多台红外相
机多次拍摄到大熊猫饮水、觅食的影像，这充分彰显
了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启动了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设立首批 5 个国家

公园，印发《国家公
园空间布局方案》，
科学布局 49 个国家
公园候选区，总面
积 约 110 万 平 方 公
里，占国土陆域面积
10.3%，将实现保护
规模世界最大、保护
80%以上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物
种及其栖息地，保

护众多大尺度的生态廊道以及国际候鸟迁飞、鲸豚类
洄游、兽类跨境迁徙的关键区域。

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挂牌运行，也带动了
各级各类植物园、树木园、种质资源库等蓬勃发展。普
陀鹅耳枥、华盖木、峨眉含笑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初步
摆脱灭绝风险。

5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和《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实现对
中国现有分布的高等植物、脊椎动物生存状况的全面
评估和更新。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的野生植物健康状况
有所改善，脊椎动物受威胁状况的恶化趋势有所减缓，
部分物种濒危状况持续向好。

“由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依然有一些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一些重要生态系统退
化，珍稀物种生存受到威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
说，“我们需要定期开展物种现状评估，及时掌握受威
胁情况并制订红色名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

好味道，认准这些地方
本报记者 李 婕

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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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村民把
刚采摘的伦晚春橙进行装车。 郑 坤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贵州是全国八个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目前，当地正在围绕产业发展
需求，布局建设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引领产业升级的算力设施，多
个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大型数据中心集群初具规模。图
为5月23日，工作人员在中国联通贵安数据中心对微模块机房运
行状态进行巡检。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