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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特色鸽肉制品、网红的天津海河牛奶、应季的天津玫瑰香葡萄、唐山的小米香油、

沧州的文创月饼礼盒，在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上，来自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

近百家企业，以及淘天、拼多多等电商巨头，纷纷亮出“绿色健康”的招牌，围绕国产大豆及

豆制品、牛奶及乳制品、牛肉等开展了助农直播，发布了系列惠农举措，展示着现代农业的丰

硕成果与无限潜力。

民以食为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就是要提供更加丰富多样、

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不仅让大家吃饱吃好，更要吃得营养健康。而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广大农

民朋友盼望着丰收、更盼望增收。只有通过更加“绿色健康”的消费，才能既打通好产销两头，

又链接起城乡两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农产品消费早已从追求吃得

饱转变为如今追求的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近年来，人们都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开

始有了特殊偏好，这是大健康战略下的消费新趋势。农业生产更加强调绿色环保、无公害、可

持续发展，生产的农产品更加绿色，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形成了对农产品市场

消费习惯的积极影响。通过绿色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更加多样化，满足了消

费者对不同口味和功能的追求。

大健康背景下，居民膳食营养如今主张的是“奶豆添营养，少油更健康”，而增豆、加奶、

控油，都是农产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科技提升提出的新要求。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协会不仅在金秋消费季中向全社会发出了绿色健康消费倡议书，还通过组织农产品创新科技模

式展示，让人们看到日常餐桌上的米、面、油、玉米、肉、蛋、茶以及营养丰富的菌菇等优质

农产品早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更是融入了现代科技与创新思维的结晶——通过特

定加工技术提取的小麦胚芽，保留了小麦中的珍贵营养成分，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健康的选择；

功能农业产出的玉米，利用生物技术手段赋予了玉米更多的健康功能，满足了现代人对健康饮

食的多元化需求；高油酸花生油，以其卓越的稳定性和营养价值，成为了健康烹饪的新宠；大

豆油通过脂肪酶催化精制而成，是减脂塑形人群的优先选择；而过去蚕宝宝吃的蛋白桑，如今

可以加工成最优质的植物蛋白食品……

民众多元消费购买得到，农业产业供应得上，这就是农产品绿色健康消费新风尚的底气所

在。

让农产品绿色健康消费成为新风尚
文︱麦子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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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全国茗茶   享优质农产品 
——第十一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山东农产品贸易暨富硒农产品博览会在济南举办

文︱李昕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第十一届中国茶叶博览会（以

下简称茶博会）、山东农产品贸易暨富硒农产品博览会

于 10 月 11—14 日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中国农

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陈生斗，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原副厅

长、一级巡视员、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战略决策咨询

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国华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检中心 (北

京 )中心副主任潘灿平，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首席专

家、研究员李连海，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副会

长、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曹举等出席此

次活动。

中国茶叶博览会立足济南，辐射北方重点茶叶消费

市场，现已成为北方地区规模大、档次高、效果佳的全

国性茶叶专业展会。据悉，本届茶博会展示展销总面积

约 30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安徽、福建、湖南、湖北、

云南、广西等地超 500家茶商机构及品牌茶企参展，万种

产品亮相。作为茶业盛事，本届展会以“品质、交流、互

动”为主题，以加强体验展示和促进产销对接为重点，汇

聚全国优质茶产业资源，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需

求，依托泉城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茶商品高效流通，促进

产销精准对接，促进茶业消费恢复提振，同时推动茶业全

产业链提升，打造“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的泉城专

属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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