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
委员会聚焦我省中心工作，积极运用提案建言献策，全年共提交提案
1348件，经审查立案1101件。其中，承办单位已经解决、采纳或列入计
划解决的提案1051件，受条件限制以后解决或留作参考的提案50件。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李爱琴

然而，有部分消费者认
为，低芥酸菜籽油虽好，但芥
香味不足，不如高芥酸菜籽油
香。为了追求口感，还是会选
购传统的高芥酸菜籽油。如
何让低芥酸菜籽油在保证“营
养健康”的同时，又兼顾“浓香
美味”呢？这在一段时间内成
为困扰行业内的难题。

以“追求品质而不断进行
科技创新”著称的鲁花集团，
经过 3年多的科技攻关，采用
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的“5S压榨工艺”中独特的生
香、留香技术，解决了这一难
题，给营养健康的低芥酸菜籽
油赋予了香气浓郁的美味，更
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色、香、
味”饮食文化的追求。

秉承“绝不让消费者食用
一滴不利于健康的油”这一品
质承诺，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
油的问世，为消费者的餐桌又
增添了“美味”“健康”新体验。

喜欢食用菜籽油的你家，
“Get”到了吗？

产品升级，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你家“Get”到了吗？
作为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必需

品，“食用油”在中国家庭的地位
举足轻重。在更加重视生活品质
的今天，怎样吃“油”更健康，备受
消费者关注。想选一款香味浓、
营养高、油烟少的“食用油”？不
妨试试老牌“新作”——鲁花“低
芥酸”浓香菜籽油。据天猫、京东
“双11”销售数据显示，鲁花推出
的“芥酸低、香味浓”为卖点的菜
籽油在双11当天分别夺得天猫、
京东同品类销售冠军，受到网民
热捧。 李冬生

菜籽油大家比较熟悉，“低芥酸”却
有些陌生。殊不知，“芥酸”里面有着大
学问。据介绍，传统油菜籽中，芥酸和硫
代葡萄糖苷硫甙含量较高，其中芥酸含
量为20%~60%，俗称“高芥酸油菜籽”。
为保障公众健康，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
一直在积极倡导双低油菜籽的科研、种
植与推广。

由低芥酸油菜籽压榨出的油就是
我们常说的“低芥酸菜籽油”。这种低
芥酸菜籽油在国际上被称为“健康的
食用植物油”。美国 FDA认定其为安
全食用油，并在2006年发出倡导，每天
吃19g低芥酸菜籽油，可降低心血管疾
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议每天摄入1~3
勺双低菜籽油，可增加 a-亚麻酸的摄
入量，以保持身体健康。

那怎样的菜籽油才称得
上“低芥酸”呢？目前菜籽油
国家标准要求，芥酸含量低于
3%的菜籽油可称为低芥酸菜
籽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对低芥酸菜籽油
的要求是芥酸含量为 2%以
下。美国 FDA对低芥酸菜籽
油的要求也是芥酸含量不得
高于 2%。而“鲁花低芥酸浓
香菜籽油”也明确标注“芥酸
含量低于2%”。

业内人士认为，双低菜籽
油对人体健康好处多多，但由
于低芥酸菜籽油在我国规模
化生产只是近十几年来的成

果，所以尽管科研人士在竭力
宣传，知道其好处的老百姓却
并不多。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
料作物研究所等发表的题为
《双低菜籽油营养功能研究进
展》的报告，其内容显示，双低
油菜籽具有降低人体总胆固醇
及有害胆固醇，但不降低对人
体有益的胆固醇；提高胰岛素
敏感性和耐糖性；预防缺血性
中风；促进婴幼儿大脑发育；防
治神经系统紊乱；降低纤维蛋
白原益于老年人健康；有助于
减肥保护肌肉等营养功能，是
营养健康的优质食用植物油。什么是“低芥酸菜籽油”？

“低芥酸菜籽油”好处多多

鲁花打造芥香味十足的低芥酸菜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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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件提案 聚焦民生展现担当
聚焦高质量发展
助推经济建设

提案者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统筹
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出
前瞻性、建设性意见建议。承办单位认
真研究提案内容，采纳提案建议，推动经
济建设。

针对《关于统筹推动河南高质量发
展的提案》，承办单位加强顶层设计，加
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培育新兴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以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引领新型城镇化进程，激活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着眼治理能力提升
助推政治建设

提案者围绕改进治理方式、提高决策
法治化水平、强化干部管理、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承办单位高度
重视，积极行动，努力提高工作成效。

针对《关于在乡村振兴中选优配强
支部书记，有效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提
案》，承办单位借鉴吸纳有关建议，先后
出台《关于坚持“三有三带”标准，进一步

加强农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通过规范村“两委”换届选
举、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建好两个“人才
库”、强化激励保障等，着力打造新时代
农村带头人队伍。

坚定文化自信
助推文化建设

提案者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快打造文化强省、繁荣发展文艺事
业、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强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等提出可行性建议。承办单
位结合工作重点，提升工作水平，为中原
更加出彩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在办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传统文
化教育的提案》时，承办单位对我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和宣
传力度，提高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能力，加
强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关注民生
助推社会建设

提案者围绕提高脱贫质量、防范化
解社会风险、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
升居民健康素养等献计出力。承办单位
积极担当作为，强化工作落实，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针对《关于加强郑州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午餐午休管理的提案》，承办单位
推出有力举措，自 2019年 10月起，郑东
新区 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
启动在校午餐供应和校内延时托管服
务，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针对《关于治理校园非法网贷的提
案》，承办单位把防范“非法网贷”作为学
校及周边综合治理的重要任务，持续开
展隐患摸排，加强教育引导，完善资助体
系，积极争取宣传、公安、金融等部门的
支持，形成防范“校园贷”工作合力，巩固
整治效果。

坚持绿色发展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提案者围绕促进低碳循环发展、科
学推进污染防治、加快人居环境整治、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贡献智慧。承办
单位加强部署推进，以生态文明建设新
成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

针对《关于调整结构推动大气污
染源头治理的提案》,承办单位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实施更为严格
的治标和治本措施，加快调整煤电结
构，压减煤炭消费总量，全力改善环
境质量。

针对《关于加强湿地资源保护优化
黄河生态环境的提案》，承办单位探索建
立常态化、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提高湿
地保护资金使用效益，推进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