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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保护商业秘密 推动强企护链”主题座谈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在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开展“保护商业
秘密、推动强企护链”主题座谈。通过精
准服务重点产业、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加
强行政指导帮扶，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
商业秘密保护效能。北京市丰台区市场
监管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冯书礼总结了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从完
善立法、强化监管、探索试点、加强保护
等多层面、全方位推进商业秘密保护体
系建设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他强调，商
业秘密保护链条长、环节多、涉及面广，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我们
不仅需要建立更加健全有力的商业秘密
保护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体系，更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小企业、重点
产业、创新空间等高质量发展主体，构建
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北
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为南中轴国际文
化科技园颁发“北京市商业秘密保护示
范基地”奖牌，就商业秘密的定义、侵犯
商业秘密的行为、侵犯经营信息商业秘
密案例进行了详细讲解，帮助园区企业
获取最新市场咨询、开启政企沟通交流
渠道。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聚焦企业商业秘密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扩宽服务企业渠道，进一步提升
关键领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切实保护
企业核心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 （张伟力）

全谷物作为人类饮食中重要的基
础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营养价
值，更符合健康饮食理念。在“第二十
四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暨方便食品展”
期间，第二届全谷物创新与发展论坛如
期而至。

本次论坛以“全谷物：工艺创新，塑
造方便食品消费新风尚”为主题，由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全谷物分会主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甘
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雀巢（中国）
有限公司支持举办。

论坛发布了“全谷物食品健康升级
行动”倡议，从科技引领、协同发展、强
化科研、共建共享、科普惠民、行业自律
等六个方面提出倡议，助力提升公众健
康意识，构建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全谷
物食品产业发展。

凝聚共识 明确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启发在致辞中指
出，目前全谷物产业仍处于“觉醒阶段”，
业界、消费者对于全谷物的认知较为模
糊。对于全谷物未来如何发展，张启发
建议，全谷物的界定需要在生物学基础
上展开，首先明确理念。要让大众认识
到全谷物的研究对于目前存在的心脑血
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有着重要影响，全社
会都能从全谷物的深入研究中获益。他
还强调，全谷物的研究一定要与产业界
深入结合，做到从研发到产业链全流程
融合发展。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全谷物分
会主任委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
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谭斌介绍了全球
多个国家对于全谷物的认定和当地产
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谷物产业的发
展，需要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目前
的阻碍既来自全球对于全谷物营养健
康的科学认知和标准不统一，也来自我
国全谷物产业情况不清、缺乏统一
规范。

为此，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正合
力推动全谷物相关标准制定工作。目
前，《全谷物食品命名与标示要求》推荐
性国家标准正在制定；《全谷物与全谷
物食品通则》粮食行业标准即将发布；
学会相关团体标准也在积极摸索。各
方将协调配合，为全谷物行业营造正向
的发展环境。

总体来讲，我国的全谷物产业正处
于重要的起步阶段，未来的长足发展需
要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

全谷物营养价值高 市场潜力巨大

对于全谷物与营养健康的关系，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
所长王志宏介绍称，相对精制谷物来
讲，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更高，可提供较
多的B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酚
类、植物甾醇等。相关研究资料证明，
较高的全谷物摄入对代谢性指标的改
善效果良好。在加工技术层面，王志宏
建议加强全谷物的技术创新与多元化
研发，针对新的消费市场创制新型营养
健康全谷物产品，以满足不同地域、不
同生理特点和不同健康需求的消费
人群。

“全谷物食品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市
场潜力。”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全谷
物分会秘书长、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
程学院院长张娜表示。根据贝哲斯咨
询发布的《中国全谷物食品行业市场规
模及产业链分析报告（2023-2029）》，预
计到2027年，全球全谷物食品规模将达
到4647亿元，其中我国市场规模将超过
2300亿元。具体到全谷物方便食品的
划分，张娜认为，应以全谷物为主要原
料进行部分或完全加工制成，同时兼顾
方便食品本身的定义和产品特点。

在研发及应用方面，张娜强调称，
全谷物含有种皮与胚，其所富含的脂
肪、生物酶类、膳食纤维等导致产品加
工熟化难、口感粗糙、易结块沉淀。同
时，加工过程中胚和种皮细胞中释放的
酶会以脂肪为底物，水解生成的游离脂
肪酸进一步被氧化，最终分解成小分子
的醛、酮化合物，从而产生不良风味，导
致货架期短。针对以上问题，张娜分别
从物理和生物层面介绍了应对技术，助
力产学研多方融合发展。

产、学、研合力 推动全谷物发展

一直以来，青稞都是非常重要的全
谷物原料。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刘丽娅围绕“青
稞烘焙加工适宜性品种筛选及其品质
改良技术研究”进行了介绍。她表示，
青稞可以被加工成多种食品形态，除了
糌粑还有青稞休闲食品、饮品。可以说
青稞是全谷物主食中非常重要的一
类。另外，对于青稞的品种选择、不同
品种的理化指标以及营养物质发掘、青
稞加工全谷物粉流程及技术支持等，刘
丽娅也都进行了详细的情况介绍。

全麦食品也是全谷物食品中非常
重要的分支，来自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的
副教授焦爱权对全麦食品的发展进行
了介绍：全麦食品可以细分为烘焙类、
蒸煮类、冲调类、发酵制品等。对于全
麦食品创新的技术难点，焦爱权从发
酵、预处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他认
为，全麦食品的食用品质仍有待提升，
口感如何让消费者更易接受是未来需
要重点突破的环节。

全谷物食品发展离不开业界的参
与。论坛期间，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程若琼从青稞全谷物脆
产品开发入手，介绍了相关科研和产品
创新如何满足当前市场对全谷物既要
吃得营养、又要吃得美味的全方位需
求。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谷物研发中
心主任助理应欣从市场角度分析了全
谷物产品消费情况。应欣认为，消费升
级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目前早餐谷物
和烘焙食品已经成为全谷物重要的品
类发展方向。

麦稻智慧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宏则从设备端和生产环节分享了全谷
物加工经验。他表示，在加工精制大
米、小米、青稞等食品时，传统碾磨技术
带来了“三高”痼疾：高破碎、高能耗、高
米温升。对此，麦稻公司采取“柔性、分
层、低温、精准”的设备和技术，希望破
解以上难题，助力全谷物产业创新发
展。 （韩 肖）

本报讯 （记者 樊春勤） 9 月 6 日，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主
办、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从供给侧到大市场——酒
业领军 50 人大会第四届峰会”（以下简称 G50 峰会）在陕西省宝
鸡市召开。

本届G50峰会盛况空前，人数与覆盖面均超过往届，实现了
行业内外、地域之间的广泛交流，深刻彰显了中国酒业强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指出，当前，“供给”与“市
场”错位，厂商关系滞后，严重限制了酒业发展。借此次峰会，
他希望厂商能够着眼行业共同利益，开展全方位合作，构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建立领军厂商交流机制，引领开
拓酒业发展新路径。

西凤酒已经描绘出了后百亿蓝图——树立文化自信、品类
自信、品牌自信、发展自信，实施“1246”营销战略，以数字化、智
能化为引擎，开启复兴新征程，持续向着“双百亿”目标迈进。

峰会前夕，与会嘉宾集体参观了陕西西凤酒厂。嘉宾们纷
纷对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卓越的产品品质以及智能化酿造赞不
绝口。

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西凤酒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从行业发展视角深刻剖析了当前酒业
面临的复杂形势与挑战。他指出，在宏观经济、消费市场以及
产业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酒业供给端集中分化加
剧，市场端消费需求复杂多样，酒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G50 第四届峰会的召开对于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行业同仁提供了一个共商大计、共谋发展
的宝贵平台。

本届G50峰会发布了《厂商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酒业实
践 2024宝鸡宣言》。G50成员代表们围绕“酒业新周期的增长机
遇与路径”和“酒业新周期的渠道趋势与价值创新”进行了探
讨，领军厂商成员分享了各自的探索成果。通过深入的交流与
互鉴，酒业再次在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汇聚了领军力量的共识，
为酒业未来指明了方向。

第二届全谷物创新与发展论坛在昆山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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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论坛召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