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引子

本报调查
BENBAODIAOCHA

09调查事实 追问答案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司成刚 视觉设计：董昌秋 检校：孙 广 张 勇

大豆振兴，不仅局限于种植领域，后续加工环
节上产业链条的延伸，大豆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更
是关键所在。

大豆浑身是宝，吃干榨净能变成70余类百余
种产品，身价也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农头工尾，粮
头食尾，大豆产业链拉得越长，其附加值就越高，
相对应地推动其产业体系更加完善，更易在市场
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这方面，我省也已起步，有成绩。
今年 1 月，辽宁省大豆食品开发产学研联盟

暨豆华天宝“揭榜挂帅”项目启动仪式在沈阳举
行。“联盟”的成立和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省大豆
全产业链技术研究进入新的开端。

近年来，我国大豆食品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不
但成为食品工业增长的新亮点，亦受到国外食品
业界的极大关注。随着大豆食品的营养价值越来
越被世人所关注，我国大豆食品文化、产品及技术
也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可。但在我省，大豆产业
还存在产业链较短、加工品种专用性不强、科技创
新能力弱的现象。

其实，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各有特色。国产
大豆蛋白质含量高，用于直接食用、加工豆制品和
大豆蛋白非常适合；进口大豆脂肪含量高，更适合
用于食用油加工和养殖用豆粕。

我省的大豆蛋白含量可达到 40%以上，是东
北三省一区中蛋白含量最高的。基于这种“高蛋
白”“食用性”特点，我省大豆正适合走以食用蛋白
为主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食品蛋白产业。

“联盟”的成立和项目的启动，恰好抓住了
机遇，捕捉到产业热点。辽宁豆华天宝食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豆华天宝”）董事长
霍达非告诉记者，项目依托省农科院食品与加
工研究所、作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企业组成
的实质性产学研联盟，围绕大豆精深加工及副
产物综合利用进行技术攻关，开展专用大豆品
种选育及配套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及生鲜
豆制品食用品质提质增效、生鲜豆制品副产物
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等研究，开发新型豆制品，
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通过引领和支
撑我省大豆全产业链的不断创新，带动大豆产
业向纵深发展。

“豆腐号称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人做豆
腐几千年，吃豆腐几千年，但90%的豆腐加工还是
传统工艺，市场上裸装大板豆腐仍是主导。”霍达
非说，为了推动传统豆腐产业自动化进程，该公司
采取规模化、标准化方式，生产出独立包装、长保
质期的盒装豆腐。

不仅如此，企业还以“联盟”为依托，围绕大豆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从源
头保证产品质量。用二产倒逼一产升级，去年，豆
华天宝在王文斌团队指导下，在法库县及其周边
地区采用高蛋白大豆品种及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建立了“优质专用大豆新品种生产基地”，种植高蛋
白大豆新品种辽豆58号，平均亩产256.3公斤，较
当地大豆平均单产提高10%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示
范效果。未来，随着基地优质大豆产量和品质的
提高，可较好满足豆制品加工企业对优质原材料需
求，提升我省高蛋白专用型大豆生产能力及科技含
量，带动我省优质大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项目下设了这样一张榜单，为“生鲜豆制品副
产物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致力于变废为宝。其
内容为以豆渣等下脚料为原料，开发食品配料及
营养健康食品，利用挤压膨化等方式突破了豆渣
面条的加工方法，并申请专利一项。“这将会为企
业带来一定的销售市场和利润空间，同时也有利
于环保，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霍达非说。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项目集聚的同时，一颗
颗小小的黄豆，在加工中身价倍增，变身“黄金
豆”，将带动我省大豆产业健康发展。

让大豆变身“黄金豆”

锚定“扩面积”“提单产”“延链条”重点任务，打响大豆振兴战役，且看——

辽宁大豆如何定计闯“三关”
本报记者 李 越

大豆，国人耳熟能详的作物之一。因
其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资源及健康的食用
植物油资源，在近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的背景下，需求量快速增加。

大豆，同样是我国与国际农产品接轨
最为彻底的大宗农产品。数据显示，我国
大豆进口居各类农产品进口量首位，在
2020年超过1亿吨，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
的60%，对外依存度高达85%。

大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
必答题。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
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
决。”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6日下午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要优化布局，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
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靠自力更生，
自己养活自己！

近三年，国家不断就“大豆振兴”发声。

2019年，农业农村部实施“大豆振兴
计划”，吹响了全国大豆振兴的号角。

2021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
议提出，要“攻坚克难扩种大豆油料”，从
保障粮食安全和初级农产品供给安全的
高度，坚决打好这场大豆攻坚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
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大豆振兴，阻碍尚存。首先是如何克
服平均单产低、种植效益差，农民种植意
愿不强等因素导致的扩种难题；其次是如
何破解扩种大豆可能导致的挤占玉米等
粮食种植面积的难题，化解粮油争地矛
盾；再次是如何延伸产业链条，向精深加
工要效益，让大豆产业可持续，前景广。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全国优质大豆
重要产区之一，大豆振兴，辽宁重任在
肩。根据计划，辽宁今年要新增大豆种植
面积10万亩，总面积要达到165.8万亩以
上。在种植上采取“良种+良法”方式，提
升大豆单产水平，改善大豆品质。同时，
还要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要效
益，让大豆产业立得住，走得远。

翻看辽宁主要农作物种植地图，玉
米、水稻各占一席之地，而大豆面积则寥
寥可数。放眼全国，亦是如此。

2021 年 ，辽 宁 省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为
5315.4万亩，而大豆种植面积仅为 150万
亩左右。同期，全国的豆类种植面积，也
仅有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面积的 1/10
左右。

大豆，不仅种植面积少，产量同样不
具备优势。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大豆学科
带头人宋书宏介绍，国内大豆平均产量为
150 公斤/亩，我省大豆平均单产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约为180公斤/亩。

虽然我省大豆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农民的种植热情依然不高。“从实际
情况看，全省农村单个地块上，大豆种植
面积大于5亩的，总计接近100万亩，其他
多为农户家房前屋后地头上零散种植，自
种自食，很难进入市场流通。”宋书宏说，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和玉米相比，大
豆的种植效益相对较低，农户大多舍不得
用好地种大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大豆种
植在中低产田上。难以得到沃土的滋养，
这也给大豆单产提升制造了瓶颈。

记者随机采访了省内多地农民，发现
了这个规律：铁岭农民乐于种玉米，盘锦农
民喜欢种水稻，朝阳农民偏爱种小米……
可一提大豆，多数农民摇头，表示很少种，
甚至不种。追问原因，无外乎效益低，合
不上，不如种植主粮划算。

其实，我省的大豆种植也曾有过“辉
煌”。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大豆研究室主
任、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
站站长王文斌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90 年
代末至本世纪初，我省大豆种植面积为
400 万至 500 万亩，高峰时曾突破 500 万
亩。也就是说，辽宁在大豆种植上曾经是
有基础，有规模，有热情的。只不过近年
来因比较效益偏低，大豆的种植面积日渐
萎缩，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唯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才能从根源
上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底国家和省都提前下达了玉米、大豆、水
稻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支持
粮食生产的政策性资金，省政府还安排专
项资金支持黑土地保护，这些政策的实
施，将有效保障种植收益，给农民吃上“定
心丸”。

同时，省农业农村厅已将大豆播种面
积及扩种面积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市，
并要求分解到县到乡、落实到村到户，逐
级建立分解落实台账。根据调度，各地目
前基本完成了任务分解，这为我省保证大
豆种植面积夯实了基础。

落实大豆种植面积，不是简单的数据
分解，而是要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我省
已经明确，要抓实抓好大豆播种、扩种工
作的落实，确保种子够用，农资齐备，下摆
及时。在日前下发的《关于做好全省春耕
备耕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再次明确，大豆
播种面积是必须完成的硬性指标任务，特
别是扩种大豆，务必要提前准备，避免出
现因错过农时导致面积无法落地、任务无
法完成。

已有先行者早早探路。开原市农民韩
鹏飞，多年来一直专注鲜食大豆种植。“近20
年来，最初从开原的100亩地起家，现在发展
到在铁岭、沈阳、吉林等地种植，总规模超过
了1万亩。”韩鹏飞说，入行时正值大豆行情
比玉米好，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未来也将以
大豆种植为根基继续发展。

有“老把式”，也有“新伙伴”。基于我
国大豆的产需现状，以及省内一系列利好
因素的集成，部分有前瞻性的农户开始了
扩种大豆。“农资已经备实，就等地温适
合，大豆种子即下地。”全国人大代表，昌
图县亮中桥镇东兴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
说，虽然自己常年种植玉米，但看到了目
前国内对于大豆需求的迫切，省内扩种大
豆的决心，自己必须要支持，今年计划扩
种300亩。尝试一下，说不定可以在种植
玉米的基础上，再打开另一扇窗，说不定
这也是新产业的开始。

让种大豆有收益有动力

扩种大豆虽然迫在眉睫，但从长期看，
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增加大豆产量的空间
有限。毕竟，“粮油争地”的难题，只能破解，
不可加重。

我国耕地红线为 18 亿亩，对应农作物
年播种面积 24 亿亩，如把进口大豆全部折
成国内生产，需要7亿多亩播种面积。这显
然并不现实。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四五”种植
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中国将把大豆产量
从2021年的1640万吨提高到2300万吨。

需要看到的是，即便国内大豆产量达到
2025 年 2300 万吨的目标，可与 2020 年中国
进口超1亿吨大豆相比，缺口仍然很大。

所以，唯有扬长避短，在适度进口的同
时，提升国产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发挥国产
大豆的独特竞争优势，才是良策。

在此过程中，自然离不开种子的科技攻
关。而这一点，我省有能力，有作为，有贡献。

我省是全国优质大豆重要产区之一，因
光照、积温好，我省所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
外观品质和适宜加工性都优于吉林、黑龙江
等地，脂肪含量也优于南方地区。而且还得
益于省内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特点，各地所

产大豆品质也不尽相同，优势各异。
省农科院院长隋国民告诉记者，我省

大豆种植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南部和西部
地区，中北部包括铁岭、沈阳、辽阳、鞍山等
平原地区，日照充足、降水适中，大豆灌浆
鼓粒期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优质高产大
豆和鲜食专用大豆生产。南部地区包括大
连、营口、丹东等丘陵山地地区，该区域雨
量充沛，适于高蛋白大豆生产。辽西包括
阜新、朝阳、锦州、葫芦岛等半干旱地区，光
热资源丰富，灌溉区单产潜力高，水肥利用
效率高，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更重要的是，虽然近年来大豆种植“势
弱”，但省农科院对于大豆的研究一直没有
断，相反，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十二五”以
来，省农科院育成大豆新品种 42个，5个大
豆新品种及 2 项技术成为辽宁省大豆主栽
品种及主推技术，辽豆系列品种及配套栽培
技术在我省大豆生产中占有率达50%以上。

王文斌告诉记者，我省大豆种质创新和
育种水平等方面居国内同行前列。从上世纪
80年代的辽豆3号，90年代的辽豆10号、辽豆
11号，到2000年以后的辽豆14号、辽豆15号、
辽豆32号等极具代表性的品种，成为不同时

期的省内主栽品种，推陈出新不曾间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辽豆 14 号，不但属

于高油品种，还在2000年时以327.5公斤的
亩产量，创下当时东北高产纪录，且至今仍
是我省大豆的高产纪录。

之后的辽豆 32 号，同样属高油高产品
种 ，且 适 宜 区 域 更 广 泛 ，在 2015 年 达 到
325.3 公斤的亩产，突破了东北地区高产攻
关指标。这个品种历经十年选育，2011 年
通过辽宁省审定，并在2014年、2016年先后
两次通过国家审定，完成了跨两个熟区组的
审定，纬度跨度北纬35.5度（吉林省双辽市）
至北纬 43.5 度（甘肃省白银市），除了我省
外，还适宜在吉林、甘肃、宁夏等地种植。

目前，省农科院的专家们还以大豆常
规育种为基础，积极开展耐盐碱、耐荫等抗
逆基因挖掘，完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转
基因育种体系，完成了生物育种资源与技
术储备。未来，在实现育种技术升级及突
破性品种选育方面将具有明显优势。

眼下，面对我省今年扩种大豆 10 万亩
的目标任务，省农科院已做好准备，积极开
展绿色、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模式研发，集成
了适于辽宁地区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服务于辽宁大豆生产。
隋国民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一幅“全省

大豆种植图”。我省中北部地区，大豆与玉
米兼容发展潜力大，通过推广玉米—大豆间
作模式来拓展大豆种植面积是可行的；南部
地区为高蛋白大豆优势产区，间套作等多种
种植模式成熟且应用广泛，具有较大的大豆
发展空间；西部地区有降水偏少，丘陵山地
居多，土壤贫瘠的弱点，但也有光照充足的
优势，集成好技术，有潜力可挖，特别是盐碱
地区大豆种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未来，我们围绕大豆项目示范区、主产区
进行技术支持，大豆扩种任务落到哪儿，技术
支持就落到哪儿。”隋国民说，科研人员还要对
大豆种植区进行“全景规划”，如在玉米—大豆
间作区域，从选种开始，不
仅要帮助区域选择适合
的大豆品种，还要推荐适
合的玉米品种。在技术
方面，保证实现机械化，实
现农机农艺结合，采取“良
种+良法”强管理，降成
本，让大豆和玉米都种得
好，收成高。

用新品新技破解粮油争地

LIANG HUI SHI KE
牢 记 嘱 托 走 好 振 兴 路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大豆研究室科研人员正进行大豆资源考种。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辽宁豆华天宝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熟浆工艺标准化生产线。

科研人员对大豆育种材料进行田间农艺性状调查。

扩面积

提单产

延链条

本报记者 李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