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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
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本报两会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04到2015年的
十多年间，我国粮食生产成果举世瞩
目，取得了“十二连增”的成绩。201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小幅下降0.8%，
但总量亦达到12324.8亿斤。

然而在刘汉元委员看来，粮食的
连年丰收，并不意味着我国基本口粮
供应的“绝对”安全。据他介绍，近年
来全球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致
使全球粮食贸易的海运价格不足十年
前的四成，按美元计的国际市场小麦、
大米价格也下跌了约三分之一，玉米
价格下跌了近一半。与此同时，我国
粮食价格长期、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
格，一些品类高于国际市场三到五成，
个别品类甚至高达一倍以上。

“从2005年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呈上升趋势，由于国际粮食贸易以美
元计，这也使得国际粮价比国内就显
得更有优势。”刘汉元委员说。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粮食
进口大幅增长，尽管WTO允许中国对
小麦、大米、玉米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
制度，但当前我国粮食的进口数量已
占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0%。

对此刘汉元委员表示，当前我国
多种农产品较为依赖进口，大豆进口
量已占到我国需求总量的80%，超过
60%的全球出口大豆被中国消纳。

“若国家放开对小麦、大米、玉米
等的配额管制，必然导致进口小麦、大
米、玉米在国内市场攻城拔寨，危及我
国粮食产业和粮食安全。”刘汉元不无

忧虑地说道，“事实上，去年我国粮食
总产量较总需求量还存在缺口，差量
在500亿斤左右，而我国人口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峰值14.5亿，粮食的差
量将进一步扩大。”

在刘汉元委员看来，当前我国的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量的问题，
更是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中国
农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和国家重大战
略安全问题。

“国家应当出台政策，确保水稻、
小麦两大基本口粮100%的自给率。”刘
汉元委员表示，“这些是我们的命根子
口粮，抓住这部分基本口粮，并始终满
足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财政应该给
予一定的补贴。”

刘汉元委员同时表示，确保基本
口粮供给的安全并不是全盘“拒绝”进
口粮食，而是立足现实情况，对于存化
粮的处理要配套相关政策，对于应该
通过全球化采购的口粮，也可明确全
球化采购。

据悉，今年已是刘汉元连续20年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由他掌舵的通威
集团成立于1992年，创办三十余年来
坚定不移发展农业和新能源产业。作
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通
威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生
产企业及主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

除国家基本口粮供给安全问题
外，刘汉元委员还将针对当前我国电
价改革、光伏补贴发放、减免光伏行业
税费、发展光伏产业破解雾霾之困以
及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方面以政协提案
及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文新茶叶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文新在两会
期间接受采访时，直陈茶产业正面
临困局，破解发展难题迫在眉睫。
他指出，“我国大部分茶园仍处于分
散管理状态，茶园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茶园利用率和产量分布不均衡，
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在茶叶生产季节，需要外招大量的
采茶工，茶季过后大量青壮年又外
出务工，茶园维护常年依靠留守老
人、妇女粗放管理，存在效率低下、
人工依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绿色
防控能力弱、管理成本过高等突出
问题。”

刘文新指出，时至今日，茶区现
代农业发展、规模化生产、农业产业
化服务的推广仍面临非常大的阻
碍。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他建议打造“茶产业的国家
队”。“ 目前多数茶企仍简单依靠初
制加工品维持小农经济型的生产经
营，技术水平较低，产品规格不一，组
织化程度较低，销售网络不健全，市
场占有率不高，无法发挥规模化生产
效应，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在
市场竞争中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
大力扶持国家龙头茶企，把分散化的
企业扶持政策，确立相对集中的帮扶
重点，有针对性的落实扶持有社会责
任感的茶叶企业，将其定位为推动整
个产业发展壮大的‘火车头’承担起
开拓市场、科技创新、带动茶农增收
和促进区域茶叶经济发展的重任。”
刘文新进一步解释。

粗放管理、生产效率低、源头质
量控制能力弱是茶园的“通病”，对
此，刘文新建议大力推行组建“组织
化社会服务”公司，改变分散经营的
现状。即组建专业化的服务公司面
向茶农开展茶园机耕、茶树施肥、茶
园除草、病虫害防治、茶树修剪、机
械化采摘等生产性服务，将茶农从
茶园管理中解放出来培育专业化的
茶园管理组织，着力构建集约化、专
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实现提高效率，节约
成本，产能提升，质量保障的目的。
他建议政府要从市场准入、税费减
免、资金支持、购机补贴、人才引进
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茶产业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经
营方式，必须要创新。茶区具有良
好的生态基础和资源优势，茶旅游
是一张重要的文化特色名片。以基
地促产业、以休闲促消费，将提升茶
产业与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进一步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和农
民就业增收。”刘文新建议大力支持
茶旅游业，设立茶旅游开发专项项
目，制定相应扶持政策，鼓励龙头茶
企融合产业发展开发茶旅游，引领、
规划、落实茶旅游产业，按照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着力打造
主题鲜明、富有特色、规模适度、功
能完善的茶旅游目的地。设立茶旅
游发展奖励资金，对旅游特色突出、
旅游资源丰富的名茶产区基地建
设、酒店、旅游景区、旅游特色商品
发展建设等方面进行奖励。

刘文新代表: 刘汉元委员：

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量的问题，更是中
国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中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和国家
重大战略安全问题，应当保障我国基本口粮供给的安全，同时
加快我国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我国茶叶占全球茶叶种植面积的61.7%，是种茶面积最
大的国家，茶产业兴盛又与农民致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紧密
相连，但任何产业都有危机，像潮水的涨落一样规律的发生
着，我们必须时刻紧盯这种变化，做出随势而变的应对。

破解困局
为“激活”茶产业鼓与呼

确保我国基本口粮
供给安全

本报两会记者：李涛 李标 李国梁 姜洪良 牛春安 胡美兰 于溯源 郭敏 李甜甜 黄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