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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焦点关注

▼ 4 月 16

日 ，在 江 西 省

景德镇市乐平

市众埠镇罗山

村田畈上，农

民正在忙着插

早稻秧苗。

朱定文摄
（人民视觉）

粮食安全，成为人们热议的重要

话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17 日召开会

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分 析 研 究 当 前 经 济 形

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要抓好农

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夯实

农业基础。会议强调，加大“六稳”

工 作 力 度 ， 保 居 民 就 业 、 保 基 本 民

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稻谷、小

麦的库存够全国人民吃一年。”这句话

上了微博热搜，见证着民心所向。

“大国粮仓”靠得住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

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在北大荒精准

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当地出产的

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摆满展台。习

近平走近前去，双手捧起一碗大米，

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

碗。”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是几代

中国人共同努力下，才实现的伟大心

愿。

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介绍，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粮食商品化、经

营市场化改革，开始着手建立适应市

场化要求的新型粮食储备体系。1990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专管的国家粮食

储 备 局 ， 2000 年 成 立 了 中 储 粮 总 公

司。在 2008 年世界性粮食危机之后，

党中央、国务院因势利导，建立健全

了地方省份、地市和县三级地方政府

储备，形成了以中央储备为主导、省

级储备为支撑、市县和企业及社会储

备为基础的现代粮食储备体系，在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市场稳定器

和保供压舱石的重要作用。党中央、

国务院从国情出发，坚持实行粮食省

长负责制，严格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

提下，粮食主产区储存三个月、主销

区储存六个月、产销平衡区储存四个

半月的储备数量，从体制和政策上切

实保障地方粮食安全和应急供应。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470 公斤，

远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

全标准线。现在稻谷、小麦的库存够

全国人民吃一年，中国不会发生粮食

危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如是

说。

中粮集团办公厅主任刘云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不断

迈上新台阶，由供给全面短缺转变为

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综合生产能力也

稳步提升。从 1949年到 2018年，粮食

产 量 从 2263.6 亿 斤 提 高 到 13157.8 亿

斤，增加了 1 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

68.6 公斤提高到 374.7 公斤，增加了 4
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从 209 公斤增

加到 470多公斤。

2019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13277
亿斤，实现创纪录的“十六连丰”，连

续 5年站稳 1.3万亿斤台阶。

据了解，今年夏粮面积稳定在 4
亿亩，在田作物长势良好，早稻面积

7000 万 亩 ， 比 上 年 增 加 了 300 多 万

亩，春耕生产顺利推进，全年粮食和

农业丰收有基础，中国有能力保障粮

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去年我国谷物的

净进口量为 1468万吨，仅占国内谷物

消费量的 2%左右，且进口品种主要是

市场紧缺的优质强筋小麦、优质弱筋

小麦和泰国大米等。因此，我国粮食

安全是有保障的。

河南省政协常委、全国小麦专家

郭天财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

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粮食生产政策措

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实

现了口粮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

在 95%以上。他认为，我国粮食产需

格局总体呈供需平衡态势，具备应对

全球粮食危机风险的坚实基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

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

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协同运作、政府

储备和企业库存互为补充的粮食库存

体系，粮食总库存处于历史高位，成

为应对突发事件、市场保供稳价的安

全防线。

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面对新情况新形势，我们有信

心、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

险挑战，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 国 人 的 饭 碗 必 须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上，而且主要装中国粮。”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中国粮食产

能稳定，产量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

该负责人分析指出，我们国家深

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加强粮食市场

和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 努 力 打 造 公 开 透

明、规范有序、高效运行、活力迸发

的 市 场 格 局 。 大 力 发 展 粮 食 产 业 经

济，加快推动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

业强国转变。此外，还精心组织了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中央事权粮食政

策执行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情况“两项

考核”。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连续两年

纳入中央一号文件，列入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 加

快制定和修订，依法管粮依法治粮迈

出坚实步伐。

事实上，我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人

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粮食生产

国、进口国和消费国。

而在新冠病毒疯狂肆虐全球的严

峻时刻，有几个出口量不大的产粮国

匆忙宣布禁止或停止粮食出口，引发

了一些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心。为

此，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组织业内资深

专家进行了反复比较和认真研判，一

致认为，我国粮食供应充足，消费者

超用量囤粮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

成 认 为 ， 这 既 是 经 济 账 ， 也 是 政 治

账，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一有风吹草

动，粮食市场必然波动。疫情一来，

一些国家就限制粮食出口。如果没有

足量库存，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

必然陷于被动。所以，中国人的饭碗

里一定要多装自己国家生产的粮食。

如何自己种自己的粮食，办法也

是越来越多。

“我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它们也

是 我 国 未 来 极 为 重 要 的 后 备 耕 地 资

源。如果我们抓紧开展耐盐碱水稻品

种培育及核心技术研究，并将其中 1
亿亩改造成水稻田，按每亩 300 公斤

估算，则有望每年增加能养活 8000多

万人口的粮食产量。这也是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创新工程。”4月

16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海南

三亚南繁育种基地表示。

当前，要确保粮食安全，需要聚

焦以科技提升耕地亩产量，及挖掘耕

地“红线”外可能“无中生有”的粮

食耕种面积上。袁隆平提出发展耐盐

碱水稻的方案，提供了重要思路。据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玉烛

透露，今年，在袁隆平亲自安排下，

他 们 已 在 内 蒙 古 兴 安 盟 、 黑 龙 江 肇

源、吉林大安、辽宁盘锦等全国 10省

份地区部署耐盐碱新品种示范，部分

示范基地现已完成播种。

世界要通力合作

事实上，放眼世界，粮食储备情

况的确并不乐观。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官方网

站说：“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

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

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

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

风险。”

4 月 17 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G20 农业部长特别会议”有

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

示，随着疫情发展，沙特提议召开二十

国集团农业部长特别会议，以应对全球

疫情下的粮食和农业安全问题，中方对

此高度赞赏。据了解，中国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将出席会议。中方一直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期待会议就携手

应对疫情、维护全球粮食供应稳定和安

全发出积极信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

冬玉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是一场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响应。

“世界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

的短期影响，同时解决饥饿和贫困长

期的挑战，推动更可持续、更有韧性

的生产体系。”

屈冬玉呼吁各国必须采取措施确

保国内和国际供应链持续顺利运转，

国际贸易和市场必须保持开放，共同

增强应对此次危机的抵御力。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认为，多年

来，中国粮食产量、价格比较稳定，

供应充足，应引以为豪。面对疫情在

全球蔓延不减的势头，中国也须居安

思危，充分认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

凌振国建议加强春夏交季田间管

理指导，重点管护好 3.3亿多亩冬小麦

生长，组织粮农专家、技术员指导农

民有针对性地科学施肥、及时打药、

适时浇灌，确保夏季粮食丰产丰收；

在狠抓春耕生产基础上，更加注重指

导好全年粮食播种备耕工作；推动农

资生产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复市，

确保种子、农药、化肥等的生产经营

和供给保障。

4 月 20 日，2020 中国农业展望大

会上，韩长赋在致辞时表示，中国将

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在

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同时，为世界粮

食安全作出贡献。“我们将持续加强国

际经贸合作，稳定大豆、肉类、食糖

等产品进口，促进特色产品出口，维

护全球农产品市场稳定和贸易顺畅，

愿 意 与 各 国 分 享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 稳

农、重粮、保供’的经验做法。”

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

息化司司长唐珂发布了 《中国农业展

望报告 （2020-2029） 》。《报告》 认

为，2020 年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

能够实现稳中保供，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 给 保 障 能 力 和 供 给 质 量 进 一 步 提

升。农业种植结构继续优化，水稻、

小麦不断调优品种结构，播种面积将

适 当 调 减 ， 口 粮 播 种 面 积 8 亿 亩 左

右，优势产区玉米产能将得到巩固提

升。水稻、小麦、玉米产量分别达到

2.09亿吨、1.34亿吨和 2.67亿吨。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政策环境看，我国农业发展迎来前所

未有的好环境。从农业生产看，近年

来我国粮食生产保持稳定，粮食连年

丰收，粮食生产持续向好向优。从国

际贸易看，粮食进口量占国内市场比

重 是 很 小 的 ， 我 国 主 粮 保 持 绝 对 自

给。2019 年我国三大粮食进口总量为

1065 万 吨 ， 占 国 内 消 费 总 量 比 例 为

1.9%，主粮自给率达 98%，中国完全

有能力应对国际市场波动。从粮食库

存看，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粮食储

备系统，粮仓是充足的。从未来趋势

看，未来 10年我国粮食生产将稳中有

增，提质调优。根据 《中国农业展望

报告 （2020-2029） 》 分析，未来 10
年稻谷产量稳定在 2 亿吨以上，年均

增 长 0.6% ， 小 麦 产 量 年 均 增 长

0.13%，玉米产量年均增长 2.7%，生

态、优质的生产和供给将明显增加。

面对未来，各界人士对中国的粮

食安全充满信心。

刘云认为，未来应着力提升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本领，增强政

策稳粮能力，增强产业兴粮能力，增

强科技强粮能力，增强海外谋粮能力。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资深专家组认

为，未来中国粮食增产潜力巨大。原

因有三条。一是粮食增产有后劲。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国 粮 食 持 续 快 速 增

长，相继跃上了三、四、五、六亿吨

4个大台阶，现已连续五年总产 6亿吨

以上，积蓄了巨大的增产潜力。二是

国家商品粮基地和粮食主产县可以发

挥关键作用。我国粮食生产集中在从

东北到海南的中东部地带。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先后出巨资建设了华北平

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

几大商品粮基地，同时确定了 800 多

个粮食主产县，都将在未来粮食增长

中发挥关键作用。三是农粮科技进步

将为增产提供强力支撑。我国农粮科

技进步对粮食产业的贡献率，已从改

革 初 期 的 2.7% 上 升 到 2018 年 的

58.3%。今后，随着生物工程等高新技

术的开发应用，科技对于粮食增产的

作用将更加突出。

专 家 们 认 为 ， 这 次 我 国 抗 疫 之

战，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社会组织好

和行动能力强的优势，也暴露出了我

们粮食行业一直存在的一些短板。这

些短板，亟需我们在继续深化改革中

逐步填平补齐，完善创新。今后，我

们需要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

响力，培养出具有国际战略眼光和现

代企业精神的粮食行业领军人物，坚

持保供促安全、谋粮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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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刘少华

▼ 4 月 14

日，江苏省徐

州 市 占 地 近

3000 亩 的 省

级粮食物流园

一 派 繁 忙 景

象。

孙井贤摄
（人民视觉）

4 月 13 日 ，在

辽宁省鞍山市台安

县新开河粮食储备

库，玉米正从传送

带装载到货车上，

运 往 粮 食 加 工 企

业。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

4 月 13 日，

在安徽省亳州市

蒙城县漆园街道

香山村，专业队

伍在为小麦进行

无人机“飞防”作

业。

胡卫国摄
（人民视觉）

▼

4 月 19 日是农历

二 十 四 节 气 的“ 谷

雨”。四川省眉山市

仁寿县广大农民抢抓

农时开展春耕春种和

田间管理。

潘帅摄
（人民视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