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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践行“大食物观”
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潘 晔） 为顺应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
化趋势 ， 我国将通过树立大食物观 ，
完善食物供给体系 ， 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
鑫 16 日在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上说 ， 我国
幅员辽阔 、 陆海兼备 。 要合理利用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 ， 从耕地资源向
整个国土资源拓展 ， 宜粮则粮 、 宜经
则经、 宜牧则牧 、 宜渔则渔 、 宜林则
林， 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 、 同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
构和区域布局 ， 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
品种， 让老百姓餐桌上有更多营养健
康的食物 ，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

的食物消费需求，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今年的 10 月 16 日是第 43 个世界
粮食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今年活动主
题确定为 “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粮食之
本。 不让任何人掉队”。 这一周也是我
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主题是 “践行大食
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
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由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 农业农村部 、 教育部 、 科
技部 、 全国妇联 、 联合国粮农组织以
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江苏南京联合主
办 。 主会场活动现场发布了 “践行大
食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 10 个典型案
例， 并正式启动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
动。

我国农粮央企践行大食物观加快转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

王立彬）我国农粮央企践行大食物观，推
进产业转型融通发展， 更好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在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中
粮集团携手中储粮集团公司、国机集团、
中国中化、 北大荒集团等农粮产业链领
军企业， 在京召开大食物观与粮食供应
安全学术研讨会， 共商端牢中国饭碗创
新解决之道，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融
通， 系统提升我国农粮行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 中粮集团
总经理栾日成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我
国居民油糖肉蛋奶消费持续增加， 带动
饲料原料、油料作物需求快速增长。20 年
来，我国玉米消费从 1.2 亿吨增至近 3 亿
吨， 大豆消费从不到 3000 万吨增至 1.2
亿吨。受制于耕地、淡水等资源限制，单
纯传统要素投入边际贡献持续递减，必
须践行大食物观，化解新的产需矛盾。

据介绍， 针对我国饲料粮尤其是蛋
白饲料供给能力弱 、 高度依赖进口的
“软肋 ”， 中粮集团将大力发展生物科
技 、生物产业 ，向更广阔的生物资源要
热量 、要蛋白 ，开发以植物替代蛋白 、
细胞培养蛋白 、 微生物蛋白和昆虫蛋

白等环境友好型饲用原料 ， 打造绿色
循环生态农业。

中储粮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邓亦武说 ， 中储粮将把握大食物观丰
富内涵， 牢记管好大国粮仓职责使命，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助力提高国内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坚持科技创新和管理创
新双轮驱动，进一步提高储备管理运营
效率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用好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重大
战略。

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局长戴希
说，落实新粮食安全观和大食物观，关键
在于打造创新力强、附加值高、安全可靠
的现代农粮产业链供应链。 有关国资央
企要深入推进传统农粮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 发挥科
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为建
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相关央企融通发展持续加快，
中国中化同中粮集团、 国机集团等成立
涉农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联盟， 以全球
粮食供应链体系、 玉米等主粮作物农业
产业化、番茄等经济作物优势全产业链、
智能农机软硬件及“农机云平台”建设等
为重点，加快形成种业、农机、粮食工作
合力，提升粮食安全保障韧性。

最高法发布涉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齐 琪） 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发布涉民
营企业 、 民营企业家人格权保护典型
案例 ， 涉及网络自媒体蹭热点编造散
布虚假信息侵害民营企业声誉 、 基于
不当目的注册商标侵害民营企业家人
格尊严 、 无事实依据抹黑企业或者企
业产品等问题。

这 6 件典型案例是： 某科技公司诉
某文化公司 、 某传媒公司名誉权纠纷
案； 谢某诉陈某人格权纠纷案； 某通讯
器材公司诉闫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某文化创意公司诉王某某名誉权纠纷
案； 某食品有限公司诉某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某网络公司与某
生物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据了解， 在侵犯民营企业、 民营企
业家人格权纠纷案件中， 绝大多数侵权

行为是通过互联网实施的。 对此， 人民
法院依法规制网络侵权行为， 营造健康
清朗网络环境。 例如， 在某文化创意公
司诉王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 审理法院
认定在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聊中发表贬
损性、 侮辱性的言论信息构成侵权， 明
确责任承担， 对于审理此类案件具有参
考意义和指引价值。

“加强对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人
格权司法保护 ， 及时制止侵害民营企
业、 民营企业家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违法
行为， 对于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 人民
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找准
司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结合点和
着力点， 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
环境中做实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9%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国家能源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 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811 亿千
瓦时， 同比增长 9.9%。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117 亿
千瓦时， 同比增长 8.6%； 第二产业用
电量 5192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8.7%；
第三产业用电量 1467 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 16.9%。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3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6%。
今年 1 至 9 月，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863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6%。 分产
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976 亿千瓦时，
同 比 增 长 11.3% ； 第 二 产 业 用 电 量
44703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5%； 第三
产业用电量 1254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12 亿
千瓦时， 同比增长 0.5%。

18日将迎今年“最远火星”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
王珏玢 邱冰清）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 地球的 “邻
居” 火星将于 10 月 18 日运行至本轮会
合周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位置。届时，火
星与地球大约相距 2.54 个天文单位，约
合 3.8 亿千米。 这也是今年火星与地球
的最远距离。

王科超介绍， 火星和地球都是太阳
系中围绕太阳公转的行星， 它们之间的
距离时远时近。 这两颗行星的平均会合
周期约为 780 天，即 26 个月左右。每个
周期中，火星与地球会迎来一次“相会”，
也会迎来一次距离最远。 本轮会合周期
里， 火星已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运行至
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 当时与地球距离
约为 0.54 个天文单位。

然而， 每次会合周期中火星和地球
的最近、 最远距离也有差异。“火星距离
地球的最近距离大约为 5500 万千米，最
远距离超过 4亿千米。这意味着，火星上的
探测器与地球进行一次通信， 最短需要约
3分钟，最长需要约 22分钟。”王科超说。

作为“地球近邻”，火星一直是科学
家和宇航员们的探索热点。 现代研究发
现，火星地表广泛分布着的氧化铁，使它
呈现出一种红色的外观。 与地球类似，火
星的构成以硅酸盐岩石为主。火星的地形
也非常丰富， 地表也有类似地球上的河
谷、冲积平原、三角洲、沙漠以及极地冰盖
等。和地球一样，火星上也有沙尘暴。火星
沙尘暴的时间可持续 3 个月以上。

“火星被认为是除地球之外，有可能
曾孕育、存在过生命的另一颗行星。对人
类来说，它不仅是一颗行星，更代表着对
宇宙未知、 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探索。
这就是我们对火星情有独钟的原因 。”
王科超说。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将于 19日启动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6 日电（记者

夏 亮） 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
会火炬传递将于 19 日在杭州市淳安
县千岛湖秀水广场启动， 随后火炬将
在杭州的建德市、桐庐县、富阳区、萧
山区依次传递。22 日， 杭州亚残运会
火种将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并点
燃主火炬塔。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
副指挥长杜作锋在 16 日召开的火炬
传递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参加亚
残运会火炬传递的火炬手， 除了优秀
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外，还有来

自各行各业的模范代表、 基层工作人
员代表，以及热心助残事业、弘扬亚残
精神、 为实现杭州亚残运会愿景贡献
力量的人士， 整个传递过程将有 600
棒火炬手参加。其中 ，境外火炬手 51
棒，来自 41 个国家和地区。

杜作锋表示，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
传递路线的编制， 既遵循了国际大赛
的惯例， 又将充分展现杭州 “诗路文
化·三江两岸”世界级文化旅游带。“三
江两岸”自西向东贯穿杭州的千岛湖、
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纵贯杭州 6
区 3 县（市），全长 235 公里，是杭州城

市发展的水上纽带， 也是浙江钱塘江
诗路文化的黄金段。

据悉，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将
根据各区（县、市）传递路段的地形特点
和残疾人火炬手的身体情况来分配传递
路段，在每个点位、整个传递过程都将充
分考虑残疾人火炬手的需求， 在无障碍
坡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标识等方面
进行精心设计和设置的同时， 注重路面
平整等方面的环境整治，确保残疾人火
炬手的传递安全。

数实结合是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
的一大亮点， 而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

递场景也将引入智能仿生手、 智能仿
生腿、 智能导盲犬等创新技术。 据介
绍， 智能仿生手将应用于上肢残疾人
替代上肢抓握功能； 智能仿生腿将应
用于下肢残疾人替代行走和奔跑功
能； 智能导盲犬以四足智能机器人视
觉识别能力引导视障残疾人行走。

“其中，智能仿生腿，智能导盲犬
技术是首次在火炬传递中呈现。 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传递‘科技改变
生活、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理念，为
更多残疾人的生活带来便利。”杜作锋
说。

10月 16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在仪式前入场。
当日， 杭州第 4 届亚残运村举行开村仪式暨中国体育代表团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江 汉 摄

杭州亚残运村举行开村仪式暨中国体育代表团欢迎仪式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6 日电（记者 崔 力）16 日上午，

杭州亚残运村举行开村仪式暨中国体育代表团欢迎仪式，
杭州亚残运村正式投入赛时运行。

在简短而热烈的暖场活动后， 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代表
在引导员的带领下依次入场，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马吉德·拉什德在致辞
中说：“我们希望， 通过本届亚残运会以及住在亚残运村的每
一位运动员共同传递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残疾人也可以
有所成就。通过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看法，我们希望创造更多
的机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共同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亚残运村是全体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赛时家园， 也是
杭州亚残运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 占地面积 32.5 万平方
米， 地上建筑面积 72.2 万平方米， 赛时可为代表团提供
3446 套住宿房间。

据悉，亚残运村所有功能区域均已设置到位，无障碍设
施建设和提升已全面完成。 为了更好地满足运动员和随行
官员的居住需求， 亚残运村设置了约 1100 个无障碍床位，
配套了轮椅就餐区、爱心就餐区等个性化餐饮服务。

分级中心、轮椅充电桩、辅助器具维修中心等配套服务
功能区已准备就绪，亚残运村还配备了 30 多辆各类接驳车
辆，全天候提供无障碍电瓶车、无障碍公交车等交通服务。

在休闲娱乐方面，亚残运村提供了“有爱无碍”的活动
空间，包括精心编排的文艺演出，扇面画、油纸伞、雕版印刷
技艺等近百件展现残疾人艺术家自立自强的作品， 同时创
新推出了理疗康复、中医推拿、“智能义肢”体验、八段锦 3D
视频跟练等特色活动。

一份饭， 扔一半： 谨防餐饮主食浪费

写字楼外的垃圾回收处，多份外卖
主食还剩近一半；婚宴结束后，很多主
食动都没动；大会就餐区，有的团餐盒
饭没打开就扔了……生活中，一些主食
浪费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 ，随着 “光盘行动 ”持续开
展， 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正逐步形成。
但“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发现，米饭、面
条等主食仍然容易造成餐饮浪费。

主食易浪费
餐馆就餐虽已吃饱，但习惯上还要

点主食， 餐后主食仍有大半剩在桌上；
平时饭量不大，外卖配送的米饭却盛了
满满一盒……这类主动或被动造成主
食浪费的场景司空见惯。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
物浪费报告》 对某市学校餐厅的调查，
该市中小学生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
餐 130 克，浪费率为 22%；在浪费的食
物构成上，主食为主要品种之一，占总
量的 45%。

外卖是主食浪费的高发场景之一。
广东省外卖点餐浪费问题调研小组开
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菜品品类浪
费方面，选择快餐便当、米粉面食等主
食的占比达 68.3%。 天津消费者魏女士
说，自己饭量不大，点外卖时主食常常
吃一半、扔一半。“剩下的米饭沾上了菜

汤，带回家也不好处理。”
此外，随着商务会议、会展活动陆

续恢复，会场团餐中的主食浪费现象也
值得关注。“在外参会时，有的会场活动
餐一订就是几百份，大批主食丝毫没动
就被丢在垃圾桶旁，看着十分可惜。”长
期在天津从事写字楼物业管理运营工
作的付彦斌说。

“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虽已高
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但
我国人口基数大，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天
气、低温冷害、洪涝灾害等不时出现，对
粮食安全要时时敲响警钟。” 天津农学
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种子科学与工
程系副主任杜锦说，一些消费者对我国
粮食种植“家底不清”，节约意识不足。

主食浪费率为何“居高难降”？
记者调研了解到，主食浪费的“老

毛病”难以根治，既有部分消费者观念
还需转变的原因，也与目前餐饮机构经
营、外卖平台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
题有关。

———怕被打差评， 多给更保险。天
津一位餐饮行业工作者说， 对餐厅而
言， 主食给少了容易招致顾客投诉，而
区分大小份则会增加后厨工作量，不如
统一多给，“省事又讨好”。

有商家表示，相比堂食，外卖用餐
者的饭量更难以预估，后厨一般会提前
盛放好外卖份饭以便配送。“前段时间
在一家连锁快餐品牌点外卖，每份米饭
给了四两多。虽然下单时已和工作人员
沟通少给些，但对方表示米饭分量是固

定的，难以操作。”天津市烹饪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孔令涛说。

———讲排场，爱面子，“盛宴”变“剩
宴”。在商务宴请、婚宴酒席上，主食往
往是 “标配”； 但在享用完丰盛的菜品
后，米饭、面条等时常乏人问津。“为了
排场，菜不能少点，主食肯定也得有，不
点不好看，吃不吃是客人的事。最后主
食大家都吃得很少，剩下很多。”陕西某
企业经理李先生说。

———追求“轻饮食”，口味更多元 。
杜锦说，一些消费者餐饮习惯趋于“轻
量化”，对主食的需求有所减少。主食与
非主食的界限也较为模糊， 一些沙拉、
蔬果等也可作为主食，如果米面供应量
过大，也可能造成浪费。

此外，一些机关、学校食堂管理比
较粗放，米饭等主食免费供应，容易造
成浪费。

共同行动防止主食浪费
不少部门高度关注主食浪费现象，

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的新“食尚”。今年 3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八家协会、学会、
商会联合倡议， 针对外卖点餐场景存在
主食浪费的现象，加快推广“小份饭”“半
份饭”等，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
总监王铁汉表示， 餐饮浪费现象的出
现，既有物质生活日渐丰富而忽视了粮
食节约的因素，也有监测评估体系不够
完善、违法行为处置不易到位、宣传引
导不够深入等原因。 多位专家认为，在
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商家、消费者

及相关部门还需发挥合力，防止餐饮浪
费，保障粮食安全。

首先，餐厅在堂食菜单上可明确标
注主食分量，为顾客提供多元化的点餐
选择。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王小波认为，可进一步细化完善
主食分量规格的标识说明，加快推广中
份饭、小份饭，比照大份饭分量、售价合
理设定价格。天津阿依来新疆餐厅董事
长姜子介建议，点餐时米饭可以“两”为
单位，让消费者按照饭量自由选择。

其次，进一步丰富主食品类，优化
口味，注重“精烹细调”与管理细节。“现
在消费者对口味要求越来越高，主食也
要创新形式， 如大米既能蒸制米饭，也
可以做成醪糟、米糕等。”孔令涛表示，
还可在部分餐厅尝试推出“智慧电子菜
单”， 将顾客所点的饭菜分量以及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含量自动进
行计算加和，帮助顾客合理规划餐食。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建议，
婚宴、自助餐、单位食堂等用餐场景应
围绕制止浪费强化精细化、 人性化管
理，及时监测和评估就餐状况，按需供
餐、科学配餐。

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
牢固树立节约粮食的意识。杜锦等业内
专家建议，要加强科普，让公众对粮食
来源、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营养
成分、 饮食搭配等方面知识增加了解；
学校教师与家长要从小帮助孩子树立
起爱粮节粮意识，让“光盘行动”的理念
深入人心。（新华社天津 10 月 16日电

记者 刘惟真）

广交天下客 汇集
“一带一路”合作商机

10 月 15 日拍摄的第 134
届广交会现场。

第 134 届广交会吸引众多
海内外参展商、 采购商， 其中
参加进口展的 4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50 家企业中“一带一
路” 共建国家参展企业占比约
六成， 参会的重点市场采购商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较上届
同期增长 11.2%。

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