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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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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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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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记者 常钦 李晓晴

大数据观察

核心阅读

新华社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
姜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

通知，提出推进直播带岗在就业公共

服务领域广泛应用，打造一批特色化、

高水平的就业公共服务直播带岗基

地，培育一批服务效果好、群众满意度

高的就业公共服务直播品牌，助力高

质量充分就业。

通知要求各地支持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场所内建立直播带岗基地、直播

带岗间，鼓励联合高校、产业园区、企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媒体等各类社

会资源打造直播间，推进网络直播技术

与就业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满足城乡劳

动者求职和各类企业招聘需要。

通知提出，各地要将直播带岗作

为创新就业公共服务方式、提升就业

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充分利用

网络直播技术互动性强的优势，强化

直播带岗职业介绍职能，不断完善岗

位推介、简历投递等功能，着力提升人

力资源供需对接效率。

“直播带岗在就业服务领域具有广

阔应用空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互联网平台将招工

“搬”进直播间，为劳动者就业、企业招聘

带来新变化。主播通过实地探访工厂，

全方位、视觉化、强互动地展示用人单

位和岗位待遇情况，从而更直接、更高

效地对接求职者与用人单位。

快手快聘行业运营负责人耿坤龙

表示，快手自上线快聘业务以来，直播

总场次已超 500万场，与 24万多家企业达成合作，针

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推出了一系

列直播带岗专场活动。下一步，快手将继续与各方加

强合作，为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高效配置贡献力量。

针对求职者最关心的信息真实性问题，通知强

调，各地要对就业公共服务领域直播带岗活动进行

规范管理，严格审查参与直播活动的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许可资质、企业资质和招聘岗位信息，不

得设置或者发布歧视性内容，确保发布信息和直播

内容真实、合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1月 8日公

布调查报告，对深圳欢乐谷“10·27”过山车碰

撞事故 12 名责任人员和相关责任单位提出

处理建议，其中 3 人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近期以来，河北、江西等一些地方游乐设

施事故不时出现，有专家认为，还需多措并举

更好系紧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带”，营造安全

有序的游乐环境。

游乐设施安全事故屡发

2023年 10月 27日，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

道欢乐谷景区内大型游乐设施“雪域雄鹰”弹

射过山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 28人入院就诊。

调查报告显示，事故设备发射区的 1号涡

流制动板后螺栓疲劳断裂，导致事故发生。报

告认定深圳欢乐谷“10·27”过山车碰撞事故是

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事故设

备维护不善等原因造成的一般特种设备责任

事故。

深圳市纪委监委于 1月 8日发布消息，对

深圳市欢乐谷“10·27”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开展问责调查，对 3个责任单位及 9名公职人

员进行了追责问责。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

公司发表声明称，深刻反省、坚决整改，深入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采取重塑安全体系、

强化设备管理、加强警示教育等措施，全面增

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责

任和纪律，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近期以来，还有一些地方游乐设施发生

事故。2023年 6月 6日，河北秦皇岛南戴河国

际娱乐中心一过山车因停电停运致多名游客

倒挂在半空；当年 9月 11日，江西鹰潭方特乐

园过山车运行途中，突然启动自我保护装置，

中途停滞游客被困，大约 20分钟后，游客被陆

续救援下来。

2023年 11月，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

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过山车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治理，进一步规范过山车使用安全管理

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提升过山车质量安全

水平，加严检验检测和监督检查。

2023 年 12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大型

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进一步严格基本安

全要求，优化安全监管措施，强化生产、使用

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大型游乐设施风险隐患需重视

多位受访者分析，大型游乐设施的风险

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游乐设施使用不当。一位特种设备检

测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事故发生的原

因是使用管理不当，如违规操作、维护保养不到

位、乘客不规范乘坐等。如大型游乐设施在使用

过程中，操作人员应确认束缚装置固定到位，提

醒游客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能私自打开束缚装

置，但仍可能存在确认不当等风险。

——设施设计存在隐患。业内人士表

示，存在个别设计制造单位对游乐设施危险

源识别不充分、风险分析不到位的问题。《中

国特种设备安全》2021年刊载的一篇研究文

章称，在统计的国内外 48起大型游乐设施事

故中，由于设备本体问题导致的事故占 32%，

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事故占 60%左右，而

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事故部分是由于设备

本体的安全功能缺失或不到位，不能有效规

范相关人员行为导致的。

——流程管控还待完善。专家表示，随着

大型游乐设施的快速发展，还需更为系统化、模块化地识别危险

源和失效模式，及时发现在各个阶段可能发生的危险，持续完善

相关机制。如要进一步明确大型游乐设施的特性、性能以及预

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等，并考虑其全生命周期内的

设备因素、人员因素、环境因素，根据危险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作

出风险评估等。

多措并举系好游乐设施“安全带”

多位受访者建议，综合施策系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

带”，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游乐环境。

专家表示，大型游乐设施数量增长快、形式创新多、科技含

量高，涉及自动化、液压、机械、信号传输等众多专业领域，复杂

程度已有超过其他类特种设备的趋势。要推动实现安全管理

理念的转变，对事故或隐患由被动接受转向积极事先预防，实

现从源头控制。

前述特种设备检测专家建议，要落实近期发布的《大型游

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压实制造单位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设计

文件鉴定、型式试验等技术把关，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表示，在对大型

游乐设施落实定期检验、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的同时，还需加

强对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

此外，建议对未纳入特种设备目录管理的小型游乐设

施、新型游乐设施，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建立运营管理指南指

引等，引导游乐设施行业安全有序发展。

受访者表示，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消费者安全意识，如在

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时注意查看是否悬挂“特种设备使用标

志”，留意游乐设施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了解该游乐

项目是否适合自己或同行人员，并正确使用安全保护装置，

确保游玩安全。 新华社深圳1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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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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1日，游客在中央大街的龙灯下游玩。

作为今冬火出圈的“尔滨”热门景区，百年老街中央大街

人气爆棚，化作冰雪文旅长廊，冰雕雪塑与欧式建筑交相辉

映；变身百变民俗秀场，特色民俗活动惊艳游客、市民。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