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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梳理发现，推动食物供给由
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多地正积
极完善相关政策。《黑龙江省产业振兴
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推进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打造践行大食物
观先行地；《福建省“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实施方案》提出，树立大食
物观，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

宜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受访专家认为，更好实践大食物
观，未来需要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加强规划指导、政策支持和资金投
入，引导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进一
步向设施农业聚集，提升设施综合生
产能力。
　　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

授罗明忠说，践行大食物观，要坚持培
养高素质农民，打造一批经济实力强
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从 而 推 动 农 产 品 由“量 ”向“质 ”的
转变。
　　大食物观概念的普及，还需要在
全社会树立食物消费新观念，推动居

民膳食结构优化与升级。尤其是全面
普及膳食营养和健康知识，鼓励减量、
营养、健康、绿色消费，反对浪费食物。

“通过营养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让广大
群众树立起合理、平衡、适量的食物消
费新观念。”山东省营养学会理事、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韩磊说。
  （新华社济南1月29日电）

　　消费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消费数据的变化，折射着中国经济的
脉动。多个部门与支付平台日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里，我国出行旅游火爆，城市商圈客流
量增多，春节档掀起观影热潮……供
需两旺的消费市场，展现着中国经济
的旺盛活力与消费信心的持续回升。
　　随着我国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2023年春节出行需求火热。1月21
日至27日，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返乡潮成功
带动返乡消费，支付宝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金额
较去年春节增长近20%，涨幅超过一二
线城市。
　　返乡团圆之余，出行旅游也迎来
小高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
　　支付宝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

通过该平台搜索“酒店预订”的数量较
去年增长6倍，酒店消费支出增长8成。
云南、西藏、广东、陕西、福建的热门旅
游城市酒店消费数据醒目，增幅均超
200%；张家口、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地
景区消费金额较去年增长超10倍。
　　春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
续火爆。其中，香化、精品等免税商品
成为销售“爆款”。据海口海关统计，1
月21日至1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
岛免税购物金额15.6亿元，比2022年春
节假期增长5.88%；免税购物人数15.7
万 人 次 ，比 2 0 2 2 年 春 节 假 期 增 长
9.51%；人均消费9959元。
　　旅游出行火热的同时，更多人春
节不再“宅家”，选择走进商超、餐饮，
线下消费有所升温。上海南京路步行
街沿线餐厅生意红火，老字号新雅粤
菜馆堂食位几乎天天订满；大年初一，
北京荟聚中心商场内7000多个地下车
位停得满满当当，多家餐馆需要等位，
黄金珠宝销售额较上年翻番……

　　商圈的火热消费在支付宝数据中
也有体现。支付宝数据显示，春节期间
北 京 全 市 6 0 个 重 点 商 圈 客 流 量 超
1412.7万人次，超市、餐饮、电商等企业
销售额较疫情前同期增长13.7%；杭州
湖滨银泰in77、杭州武林商圈、长沙五
一广场等知名商圈火热异常，消费增
速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春节假期人民群众文化生
活丰富。2023年春节档票房达67.58亿
元，取得我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
成绩，其中《满江红》以26.06亿元票房
成绩领跑，《流浪地球2》21.64亿元票房
位列次席……
　　“春节消费的强劲表现，充分展现
了我国经济强大的活力、潜力和 韧
性。”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周茂华说，随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消费信心有望进一步
增强；同时，我国此前推出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和接续措施，突出稳经济大盘
稳就业稳物价，为后续消费持续恢复

提供了坚实基础。
　　消费活力的不断释放正提振着全
球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日前，一些外国
投行纷纷上调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预
期，荷兰国际集团和高盛分别上调至5%
和5.2%。美国银行一项面向基金经理的
调查显示，近期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更
高增速的受访者比例大幅提高。
　　1月28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亮出多重举措，释
放出促进经济稳步回升的积极信号。
会议指出，要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矛
盾，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
主拉动力。
　　展望未来，周茂华表示，从大趋势
看我国处于消费升级阶段，短期因素
干扰不会改变人们消费需求的整体提
升。同时，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内需规模继
续扩大，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有
力政策支持，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将不
断释放。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主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老百姓从“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健康”

如何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
　　上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树立大食物观，是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顺应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
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
　　对大食物观如何更好理解、如何因地制宜践行？“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主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
　　大食物观几年前便已经提出。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
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6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树立大食物观”，作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
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
　　专家表示，贯彻大食物观，关键是
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三个拓
展”：实现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

拓展，实现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
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实现食物
安全政策由单一的供给侧管理向需求
侧管理拓展。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中国14亿
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
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管住、管好耕地的同时，树立大
食物观，瞄准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生产
和供给，形成多元化的供给体系在当
前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

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说，大食物观
要求，守好“米袋子”的同时，要拎稳

“菜篮子”、端牢“油罐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镇居
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78年的152千
克降到2021年的124.8千克，农村居民
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78年的248千克
降到2021年的170.8千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杨
忠岐说，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的食物
80%来自主粮，但如今，这一现象正发

生根本性转变。现在，主食越来越不
“主”、副食越来越不“副”，老百姓从
“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健康”。顺应人
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正是树立
大食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韩青说，从传统的粮食安全观转变到
新时代的大食物观，建设优质、高效的
生态农业，成为加快农业绿色转型的
必然要求。树立大食物观，有助于构建
新型食物安全保障体系。

探索多元供给，向森林江河草原等要食物
　　记者采访发现，多地结合资源环
境，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拓展食物
供给途径。
　　我国大水面资源丰富，通过发展
大水面生态渔业和深远海鱼类养殖，
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优质蛋白食物资
源。向江河湖海要食物，一些沿海省份
正积极探索。
　　山东海岸线3500多公里，约占全
国的六分之一，海洋资源丰富。作为海
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省份，山东依托
这些“蓝色粮仓”实现了自动化、智能
化、类野生养殖。目前，山东省级以上

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达到105处，其
中，国家级44处，占全国的4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国
和出口国，践行大食物观，一些地方向
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在广
袤的东北黑土地上，坚果、野生浆果、
优质食用菌等资源丰富。如今，木耳等
食用菌类成了大产业，当地多家企业
专门从事食用菌种植、菌种研发，有效
满足市场对食用菌的多样化需求。
　　地处“黄金奶源带”的内蒙古，抓
住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畜牧业。2021
年，内蒙古奶牛存栏143.4万头、牛奶产

量673万吨，奶业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2000亿元。2022年，内蒙古出台推进奶
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国家专项资金
和自治区财政在奶业振兴方面的投入
预计每年将达到22.5亿元。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业化生产理念
和工程技术手段，为作物创造适宜的
生长环境，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目标
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也是践行大食
物观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友军说，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农业设施技术的
发展和融合，可以有效缓解农业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
　　在蔬菜总产量居全国首位的省份
山东，以“中国蔬菜之乡”寿光为代表的
生产基地，近年来利用物联网和信息化
手段不断提升设施农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山东还提出，要着重推动日光温室
宜机化、塑料大棚标准化、连栋温室规
模化、菇房与培养房智慧化。到2025年，
全省宜机化日光温室改扩建面积达到
50万亩，宜机化塑料大棚达到100万亩。
耕整地、灌溉施肥、环境调控环节机械
化水平分别达到90%、80%、60%，设施种
植机械化水平总体达到55%。

推动农产品由“量”向“质”转变，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升级

出行旅游火爆，城市商圈客流量增多，春节档掀起观影热潮

从春节支付大数据看消费信心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