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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买货、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现今最流
行的消费方式。“2020辽宁直播电商企业大会”
昨日在沈阳召开，省内百余家企业及直播电商
行业达人、大咖到场，共同探讨直播电商如何
助力辽宁企业发展、辽宁企业如何布局新业
态。

直播电商领域专家到会
从实操角度助力企业

8月27日，由辽宁省国际商会主办的“2020
辽宁直播电商企业大会”在沈阳华府购物中心
四楼青创空间举办。本次大会由牛人星球网络
传媒科技（辽宁）有限责任公司、辽宁青创直播
电商基地承办。中共辽宁省委网信办、辽宁省
商务厅、辽宁省贸促会作为支持单位，相关领导
出席活动。

大会邀请全国和辽宁省内直播电商领域
的专家到会，与辽宁直播电商企业交流分享，
并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如何赋能我省实体经
济发展、怎样发挥新业态在“双循环”布局中的

“新引擎”作用进行探讨；就传统企业如何嫁接
直播电商、企业怎样布局新业态以及我省直播
电商产业发展政策进行解读；就从事直播电商
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交流互动。

辽宁省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辽宁省国际
商会会长庞宝国在会上称，当下，电子商务已成
为疫情常态化下的经济增长新业态模式，为更
多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此次辽宁省国际
商会主办“2020辽宁直播电商企业大会”，是今
年以来为促进辽宁电商产业发展所采取的第三
项重要举措。

在昨日的大会现场，中国广电新媒体培训
导师、字节跳动金牌导师、知名头部主播孵化师
李荣鑫等大咖也对直播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进
行了深度解析，从实操的角度帮助企业做好直
播电商，为中小企业零弯路嫁接直播电商全通

道蓄能。

5大优势助力
辽宁对外开放事业

庞宝国介绍，辽宁省国际商会与辽宁省贸
促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中国国际商会和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辽宁的省级分支机
构；具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亦官亦民
身份、能够举办重大商贸活动、有完备的国际联
络渠道、有完善的商事法律服务能力等 5 大优
势；通过为企业提供国际化、专业化服务，助力
辽宁对外开放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帮助企业更好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机遇
与挑战，助力辽宁电子商务发展，今年以来，辽

宁省国际商会和辽宁省贸促会发挥自身优势，
联合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产品检测
认证中心主办了两期“跨境电商出口促进（辽
宁）系列培训讲座”，针对辽宁省企业在跨境电
商出口时遇到的问题进行全方位、一站式讲解
和指导，来自全国 290 家企业的 390 名代表和
辽宁省贸促系统、商务系统共近 500 人参加培
训。

今年 6 月，辽宁省贸促会与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沈阳贸易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
行了电子商务合作启动仪式，通过电子商务合
作实现双方企业资源有效对接。并在7月和8
月，举办了辽韩电商合作系列的化妆品专场和
食品专场两场活动，引起省内诸多企业关注，并
受到一致好评。

集中举办3场活动
助力辽宁实体经济发展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辽宁省贸促会、辽宁
省国际商会将联合多方，分别在沈阳市和营口
市集中主办3场大型经贸活动。“2020辽宁直播
电商企业大会”将为中小企业做好直播电商赋
能，8月28日在营口主办的“中国金银珠宝工艺
文化展示暨天隆珠宝文旅文化新品发布”将为
宣介民族金银珠宝工艺文化、宣传推介城市历
史文化品牌助力，在9月1日第十九届制博会开
幕当天主办的“央企采购洽谈会”将为央、辽企
业搭建洽谈采购平台，为辽宁省工业制造企业
提供借船出海的良好机会。

据介绍，集中举办3场活动，是落实辽宁省
贸促会《服务企业10条措施》的重要举措，将有
效助力辽宁实体经济发展，为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和促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应
有贡献。

辽宁已设立
14家电商直播示范基地

在大会开幕式之后的论坛上，辽宁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透露，辽宁电商行业在新冠
疫情危机中得到了新发展，目前，全省已经设
立 14 家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根据省商务厅发
布的消息，到 2022 年底，辽宁将建设 100 个电
商直播示范基地，培育 100 万名辽宁各类电商
直播人才，孵化 1000 个辽宁特色电商直播品
牌，全省电商直播带货实现年销售额 1000 亿
元，并将辽宁打造成为全国电商直播经济发
展中心。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2020辽宁直播电商企业大会举行
省内100余家企业参会 探讨直播电商如何助力辽宁企业发展

昨日，2020辽宁直播电商企业大会在沈阳举行，现场举办了直播电商助力经济发展座谈会。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有的100斤稻谷只出30
多斤米，精加工面粉有的出粉
率仅为20%

在哈尔滨市双利精米有限公司的大米加
工车间，机器轰鸣，清理筛、碾米机、抛光机等
正在作业。带着壳的稻谷进入车间后，历经三
抛三选、去杂、碾米等28道工序，最终被加工成
色泽晶亮的精米。

公司副总经理卞敬侠说，从水稻到大米，
28道工序包含3次抛光，每抛光一次就会增加
一次损耗，导致出米率降低一两个百分点。

近日，记者走访多家粮食加工企业发现，
粮食精加工是行业的普遍现象，一些粮食加工
企业还在加工精度上“攀比”，精度越来越高，
出米率、出粉率越来越低，成为粮食“餐桌外浪
费”的一环。

据业内人士反映，一般来说，100斤稻谷去
壳后会变成80斤左右可食用的糙米，糙米磨成
白米又损失10斤左右，再经过两次抛光、两次
筛选又损失4斤，这样共有14斤左右原本能吃
的大米损失掉。

湖南省岳阳市一位农业干部告诉记者，有
的企业100斤稻谷只能出30多斤精米，剩下的

多为碎米，只能用来做饲料。
面粉行业同样存在过度精加工的问题。

走进超市粮油货品区，麦芯粉、特一粉、富强粉
……面粉类型五花八门。对比可发现，加工精
度高，面粉更加雪白细滑，价格也高。

行业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小麦出粉在
80%左右，但近年精加工面粉在市场的比例不
断提高，出粉率在 70%左右的面粉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一些“30粉”“20粉”。

“卖相”越好价格越高助推
过度加工

国家对粮食加工有明确标准。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2019年5月实施的《大
米》(GB/T1354-2018)国家标准将大米加工精
度分为“精碾”“适碾”，精碾为背沟基本无皮或
有皮不成线，米胚和粒面皮层去净的占80%至
90%，或留皮度在2.0%以下；适碾为背沟有皮，
粒面皮层残留不超过l/5的占75%至85%，其中
粳米、优质粳米中有胚的米粒在 20%以下，或
留皮度为2.0%至7.0%。

业内人士表示，这个标准只是推荐性标
准。由于市场上精加工大米售价普遍高于一
般大米，所以一些企业刻意提高粮食加工精
度，还把高于国家标准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吸
引消费者。

面粉行业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由于小麦
加工行业长期存在加工成本高、收益低的情
况，而精加工面粉口感好、色泽好，售价更高，
企业更愿意通过精加工来提高产品售价，增加
利润。

湖南省益阳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蔡达明
说，近些年精深加工愈演愈烈，除了部分消费
者的认知误区外，一些加工企业的推波助澜
也不容忽视。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企业通过
过度加工让粮食卖相更好，价格也就定得更
高。

“好看”不等于“好粮”应适
度加工减少损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
后凯说，粮食的深加工对于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我国粮食产业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但超过一定标准的过度加工
会增加粮食损耗，粮食加工不一定是越“细”越
好。

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总经理
孙斌说，很多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越靠近
小 麦 或 者 稻 谷 表 皮 的 部 分 所 含 营 养 越 丰
富。

“为迎合部分客户需求，我们抛光3次。”卞
敬侠说，经过3道抛光的精米，胚全部脱落，皮
层全部剥去，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
维等营养成分所剩无几。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社会发展，消费者的
观念和需求也更加多样化。郑州市民刘珍珍
说，过去讲究吃细粮，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常吃
细粮对健康无益，米越亮、面越白，越是不敢
买，可超市卖的多是这种粮，没太多可选择的，
希望精细主粮之外，有更多符合现代健康理念
的粗粮商品。

一些专家表示，粮食加工企业应将企业
发展的重点和利润的增长点放在满足群众消
费需要的产品创新上。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
振刚等专家建议，消费者越来越看重粮食的
健康与营养，加工企业可以将产品的重点聚
焦在丰富产品种类、提升营养度、保证品质等
方面。

针对当前一些企业过度加工导致粮食损
耗的问题，卞敬侠、蔡达明等建议，应该推动企
业切实遵循加工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严
格限制过度加工，提高粮食加工和转化利用
率，降低损耗。

据新华社

我国粮食产后损失严重，每年损失
量达 700 亿斤以上，粮食行业“产后护
理”空间巨大。

记者 27 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获悉，据测算，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
加工等产后环节损失量每年在700亿斤
以上，接近粮食大省吉林全年粮食产
量。“一年损失一个吉林”，主要是农户储
粮、粮油加工等环节损失较为集中，粮食
流通个别环节损失率高。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
储与科技司司长王宏介绍，近年来有
关部门不断强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
设，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
施优质粮食工程，有偿为农户提供收
储减损技术服务；按产粮大县全覆盖
目标，26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计划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5000 余
个，已完成近 4000 个；开发 0.5 吨至 2
吨农户储粮装具、10 吨农户仓、10 吨
至 20 吨中小型农村烘干装备及农户
杀虫技术等，为粮食“产后护理”提供
技术支撑。

粮食产后损失惊人，意味着“产后护
理”空间巨大。中粮贸易辽宁公司农业
产业化部副经理徐春算了一笔账，以辽
宁省为例，该省年玉米产量约 1350 万
吨，农户储粮损耗率约2%，如实现从田
间到粮库粮食“全程不落地”，每年可节
约 27 万吨，按目前市值计算高达约 5.9
亿元。

王宏说，我国粮食产后减损仍然任
重道远，要将节粮减损纳入拟议的国家
粮食安全保障法，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参
与、社会协调推进的机制。在提高设施
水平、强化技术攻关同时，加强宣传引
导，普及节粮知识，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
育，在全社会营造“爱惜粮食光荣，浪费
粮食可耻”氛围。

据新华社

有一种极大的浪费普遍存在！

看看你有没有添柴加火
两份颜值不同的大米：一份是粗加

工，色泽暗淡；另一份经过精细加工，洁白
晶亮。你更青睐哪个？

记者调查发现，精细加工的粮食产品
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但看起来“白细美”
的粮食背后，存在粮食过度精加工带来的
损耗问题。原农业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
加强粮食加工减损工作的通知显示，因过
度加工我国每年损失粮食150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产后损失
接近“一年一个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