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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叶草”的“饕餮盛宴”又

上了什么“新菜式”？透过琳琅满目

的全球美食“尖货”，不难循迹世界

各 地 食 品 展 商 们 的 以“ 食 ”论

“道”——如何吃得更健康、更绿色。

本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是展商数量最多、来源地最广泛

的一个。来自近百个国家的上千家

企业中，四大粮商悉数参展，三大种

业公司一齐上阵，世界500强及龙头

企业超30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还

新增设了农作物种业专区，从一颗

颗乘风破浪而来的种子中“萌生”出

美好健康生活的“芽”，牵动着来自

山川湖海的人们加强交流与合作。

绿野逐梦，种业发展天地宽

在农作物种业专区，一条宣传

标语格外引人注意——乘风破浪的

种子。走到展台前仔细瞧着，很多

从未见过的种子确实是乘着创新的

东风，破浪来到了中国。

这样的奔赴，或许是对今年新

设农作物种业专区的最好诠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种

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及粮食生产中的

地位愈趋关键。农作物种业专区正

是响应国家种业振兴行动而设立

的，旨在吸引境外优秀种业企业展

现最新技术及特色成果，通过进博

会平台开展交流合作。展品覆盖范

围大而广，有大田、瓜果、蔬菜、苗

木、花卉等农作物种子，有育种、栽

培技术及创新研发成果，还有农业

机械等。参展企业也来头不小，全

球种业排名前三的拜耳、科迪华、先

正达均有亮相。

在先正达的展示墙上，各式种

子整整齐齐排列着：有富含花青素

的养慕鸡尾酒番茄，亮点在于它可

以完全依靠物理和生物防治，不用

化学激素催熟，同时采用无土栽培，

不仅节约水、土地等资源，还能摆脱

土地病害、重金属污染等“病从土

入”的困扰，曾获柏林果蔬创新大

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先正达集

团种子业务正在加速与中国市场融

合，加强全球资源导入，提高本土研

发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种业振兴。

利马格兰是进博会的新朋友，

此次展示了夏日阳光樱桃番茄、玉

米品种利合228等多款产品。企业

负责人希望加强与国内外种业界的

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种业发展创造

新机遇。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刘

福学表示，设立农作物种业专区，目

的就是让全球种业企业在分享中国

市场机遇的同时，共同就前沿技术

与产业趋势进行交流，共同探讨推

进种业升级，推动种业领域务实合

作，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不止上新，还要触发“造新”

“食”的意义，早已走出田间地

头、食肆餐桌，成为链接美好生活的

超级枢纽。如何才能吃得更健康？

参展商们脑洞大开，以科技成果“催

化”健康饮食。

“发芽”的咖啡豆反而更健康，

这是怎么回事？展台上，日本伊米

株式会社带来的“发芽咖啡”吸引了

不少目光。据社长森吉本盛介绍，

与普通咖啡豆不同，这些能“发芽”

的咖啡豆采用特殊工艺制成，“发

芽”后再经过烘干烘焙，其烟酸和丙

氨酸含量都明显提升，这两种元素

都对人体有益。

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

市，咖啡文化十分普及，许多爱好者

对豆子有着特殊需求，比如口感、烘

焙程度等。森吉本盛盼望通过进博

会平台，把“发芽咖啡”引入上海乃

至全国，打响健康咖啡豆的招牌。

不仅是食品倡导健康，今年展

区内的食品生产过程和包装也都彰

显着各种绿色理念。

泰森食品以AR实景互动形式

展示了泰森中国第一个“智慧工

厂”。戴上眼镜，整个工厂的全景

图、产线图一目了然，产线图上还实

时显示着泰森山东日照工厂的运行

情况，包括设备运行、产品生产和工

厂能耗状态等信息。“今年10月，首

个泰森智慧工厂在山东日照竣工投

产。今年年底，位于湖北孝感和江

苏南通的两个工厂也将投产。”泰森

食品中国区公共关系高级总监周权

表示，智慧工厂最大的亮点就是把

所有的设备，包括新风系统等公共

设施全部联网。在工厂运行实时数

据的基础上，再通过人工智能分析

进行产能调整，最终将实现降低能

耗不少于10%。

一只看似“平淡无奇”的饮料

瓶，其实是带有“碳捕捉”技术的“智

慧碳”概念瓶。通过VR虚拟现实

技术，达能把脉动碳中和工厂“搬”

进了展馆，而脉动“智慧碳”概念瓶

可以从空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利用

微生物转化技术生产出PET关键原

料，这样制作的一只饮料瓶，可以比

传统工艺减少近60%的碳排放。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今年新增设农作物种业专区，全球种业企业来华分享机遇

乘风破浪的种子，让健康生活“萌芽”
■本报记者 张天弛 史博臻

本报讯 （记者占悦）昨天，由
中国侨联主办、上海市政府侨办和

上海市侨联承办的“侨连五洲 沪

上进博”——2022华侨华人与中国

市场高峰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举行。

本次高峰论坛是第五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重要配套现场活

动之一，旨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发挥侨联组织联系广泛、海外

侨胞融通中外的优势，助力海外侨

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深入参

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

外市场联通和中外友好往来。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

骏，中国侨联副主席程学源，上海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上海

市副市长陈群，以及来自38个国家

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和侨商代表出

席活动。

助力海外侨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

本报讯 （记者张懿）第五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国

资分团昨天举行集中签约仪式，总

金额近65亿元的13个项目现场完

成签约，使得国资分团今年意向成

交金额达到194亿元。

昨天现场签约的包括东浩兰生

集团、百联集团、上实集团、东方国

际、华谊集团、光明食品集团、上海

电气、临港集团、绿地集团、申能集

团10家企业集团的13个项目，总交

易金额64.98亿元，主要涉及智能制

造、时尚消费品、工业软件、生物医

药等领域。据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白廷辉介绍，本届进博会上，市

国资委组织43家系统企业成立上海

交易团国资分团，采购商企业注册

登记总数达982家，专业观众1.48万

人，达成意向采购订单96笔，意向成

交金额194亿元，继续在全市各交易

分团中保持领先。据透露，5届进博

会以来本市国资分团现场意向采购

金额累计达140.7亿美元。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出席。

上海国资分团采购金额保持高位

本报讯 （记者占悦）今年共有
91家我市友城企业、209家香港企

业、60家澳门企业和22家上海市市

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成员参加第

五届中国国际进口进博会，主要集

中在食品、消费品、医疗器械、服务

贸易等板块。此外，今年进博会首

次开设了以宣介友城城市形象、文

化商旅及特色产品为主题的友城集

中展台（展区）。

昨天，副市长宗明来到东方国

际集团综合食品展台友城展区、“上

海国际友城港”展台、香港贸易发展

和旅游发展局展台、澳门贸易投资

促进局展台及作为市咨会成员单位

的达能集团展台，向他们了解相关

企业、机构参展情况和对进博会办

展建议。

进博会首次开设友城集中展台

矮杆玉米的研发，距离农田量

产又近了一步！在跨国企业拜耳的

展台，虽然没有见到它的“真容”，但

关于它的“传说”几乎无处不在。

这款由拜耳自主研发的矮杆玉

米，比传统玉米矮三分之一，能有效

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甚至抵御

6至7级大风。

野生种植的玉米、小麦，株型一

般都比较高大，这种进化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在众多野生草本植物以

及树木丛生的地带，这些野生作物

要想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矮株因

无法汲取充足阳光，往往会被自然

淘汰，剩下野生高株存活下来。因

此，在如今的自然界，矮化种植资源

也是相当稀缺的。

据了解，矮化作物并不是一个

新想法。这项创新的灵感来自植物

育种家诺曼 · 布劳格，他在上世纪

40年代前后，研发出更矮小却更强

壮的小麦新品种，以便在各种环境

中茁壮成长，并生产更多粮食。自

此之后，各国研究人员致力于探索

矮小作物结构的扩繁奥秘。

育种是一场接力跑。矮化玉米

被证明是一种变革性技术，可以实

现玉米生产的可持续集约化，使农

田生产力更高。在不扩大土地使用

的情况下增加产量，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土地。

这项农业创新，使同等亩产所

需耕地更少，持续减投增收。如果

要收获250公斤玉米，在1940年代，

需要1347平方米种植面积才能实

现如此产量；在1980年代，只需400

平方米。此后，随着生物技术发展，

到2000年左右，所需种植面积可减

至297平方米。面向未来，奇迹仍

将发生，120平方米就能达成同等

产量。

玉米的研发过程，精耕细作、静

待花开，继而逐步迭代、寻找新机。

此次首度亮相的六大迪卡玉米新品

种汲取了科研人员数十年心血，它

们的诞生过程极为相似，可以用“本

土化”来概括——引进国外的种子，

选取父本和母本，根据国内不同地

区的种植环境选育培养产能高效、

抗倒性强的玉米品种，几乎可以覆

盖我国所有种植区。比如：在黄淮

海地区最新引进的品种迪卡688，

最大特点是耐密植。普通的玉米一

亩地种3000株，最多4000株，迪卡

688则可以种植5500株。它还适于

籽粒直收，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种

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及粮食生产中的

地位愈趋关键。作为全球种业领域

的领导者，今年4月，拜耳签约参展

第五届进博会农作物种业专区，成

为首批签约的展商代表之一。企业

积极响应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在本

届进博会上展示了在种子与性状业

务领域的创新技术成果和解决方

案，比如：圣甜艾菲等多款蔬菜种

子、丰富的种衣剂产品等，这些高品

质的良种在提高单产、保障农民收

益、丰富消费者餐桌的同时，也为中

国种业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拓展增值

空间。

拜耳：助力中国种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一根矮杆玉米的科技含量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在新西兰纽仕兰乳业展位，养

眼的绿色扑面而来。这次他们把

“低碳生态牧场”搬进了展馆，两大

桶一米高的纯牛奶模型格外吸

睛。原来，这就是纽仕兰全球首发

新品——中国首款进口低碳植物基

包装A2纯牛奶。

一般来说，食品的碳排放贯穿于

研发、养殖、收获、加工、分销、零售到

储存的各个环节，而这款牛奶能实现

“从牧场到餐桌”全链路数字化减碳，

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牛奶。

在牧场奶源端，这款“绿色”牛

奶可实现减碳28%。据了解，用于

生产该产品的A2β-酪蛋白纯牛奶

来自澳大利亚东南角的古尔本、墨

瑞谷地区6个农场。与全球其他主

要产奶国的平均数据相比，澳大利

亚生产牛奶所产生的碳足迹，即生

产每公斤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

量，降低约28%。

在工厂能源端，太阳能系统可

满足工厂超过25%的能源总需求，

它的碳抵消量超过5000吨二氧化

碳，相当于种植1700棵树。加上工

厂采集并循环利用UHT装置中冷

却的水，这样每年可节省约30万升

水资源。

此外，减碳的秘密还在于植物

基牛奶包装盒，它由甘蔗聚合物制

成，碳足迹比标准1升装无菌利乐

包装盒要低14%。

新品的推出，源于企业对于中

国消费升级趋势的判断，实现了优

质蛋白质牛奶由内而外的低碳守

护。据介绍，从第四届进博会开始，

纽仕兰就启动绿色低碳计划，带来

绿色生态全程供应链溯源牛奶——

青草草饲牛奶。扫一扫牛奶瓶身，

就能知晓它的绿色环保旅程，从源

头牧场、挤奶、到工厂生产、运输检

验全程可见。

纽仕兰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

中国消费者对环保低碳理念越来越

看重，明年减碳数据还会迭代。“我

们希望把‘低碳环保’理念渗透在产

品中，也希望通过本届进博会，让更

多中国消费者在体验到全球高品质

奶源的同时，将低碳环保的行动渗

透到日常生活中，坚持低碳环保从

一杯牛奶开始。”

除了首发新品外，今年的纽仕

兰展区也颇有亮点。记者在现场看

到，展区特设“与进博共成长的5

年”主题墙，通过进博速度、进博效

应、进博专业、进博绿色、进博低碳

5个发展关键词，人们可以发现纽

仕兰坚持在进博平台进行全球首发

首展，搭乘“展品变商品”的进博溢

出效应“快车”，每年带来销量直线

式增长。相关负责人透露，中国市

场潜力极大，加上日益开放和优化

的营商环境，这些都给投资中国的

跨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机遇。对于当

前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发展，纽仕兰

方面透露，还将继续增加50%高端

牧场奶源。

纽仕兰：搭乘“展品变商品”的进博“快车”

一瓶进口牛奶的低碳实践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光明母港（上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将集装箱植物工厂的模型搬进展区，在超市货架般的装置上一层层排列种植蔬菜，展示智慧农业的新发展模式。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水果展台的菲律宾菠萝。

泰森食品展区的各种食材。

跨国公司拜耳带来了最新的数字农业成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