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新冠肺炎疫情、蝗虫灾害等因素
叠加影响，今年的全球粮食市场面临严
峻考验，如此环境下，我国的粮食安全能
否得到保障？经济日报记者调研了解
到：我国农业连年丰收，今年夏粮再获丰
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有底气保
障粮食供给，并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发
挥基础性作用。

夏粮丰收增加底气

侯家生是安徽阜南县龙王乡合胜村
种粮大户，他今年种植的300亩优质小
麦已获丰收，平均亩产900斤。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负责人介绍，今
年夏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减，但由于夏粮
主要作物小麦生长期内，主产区光温水
匹配较好，麦田墒情适宜，总体利于小麦
生长和单产提高。同时，今年各地加大
病虫害防控力度，加强小麦后期“一喷三
防”专业化服务，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治。
今年全国夏粮每亩产量363.8公斤，比
2019年增加5.6公斤，增长1.6%。

夏粮单产提高成为夏粮增产的主要
因素，支撑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2856亿斤，
增产24.2亿斤，增长0.9%，创历史新高。
其中小麦产量2634亿斤，增加15.1亿
斤，增长0.6%。“夏粮再获丰收，增加了我
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底气。”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经
管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说。

粮食丰产丰收的关键在于调动农民
和主产区的积极性。春耕关键期，为稳
定粮食生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
展粮食生产的举措，调动了主产区和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近年来，国家持续加
大对水稻生产的扶持力度，提高早籼稻
和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早稻主产区
强化落实各项奖补措施，鼓励支持早稻
生产，今年早稻播种面积明显扩大。

尽管夏粮丰收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
生产的上半程，但是局部地区发生的蝗
虫灾害和南方洪涝灾害都让下半程面临
挑战。今年云南、新疆等局部地区发生
蝗灾、草地贪夜蛾，各地坚决遏制暴发成
灾，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席卷南方的
洪涝灾害对江西、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影
响较大，但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受灾地区
农民开始补种晚稻，一定程度上可以恢
复粮食生产。

令人欣慰的是，黑龙江等北方主产
区雨水充足，气温适宜，庄稼长势茂盛。
在黑龙江建三江七星农场一望无际的碧
绿稻田里，种粮大户姜洪丰正在忙着组
织工人做好田间管理工作。“我今年种植
了2000亩水稻，现在已经进入扬花灌浆
期。”姜洪丰介绍。

从目前粮食生产情况看，我国南方
地区正加强秋粮种植，北方地区正做好
秋粮田间管理，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可期。

加强调控实现保供稳价

粮食安天下安，粮价稳百价稳。面
对疫情冲击，我国充分发挥储备粮“丰则
贵籴，歉则贱粜”的宏观调控职能，一方
面，启动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收购，
防止“谷贱伤农”；另一方面，通过拍卖政
策性粮食和投放储备轮换粮，源源不断
向市场投放粮食，防止“米贵伤民”。

在江苏小麦主产区徐州市，小麦最

低收购价收购已近尾声。中储粮徐州直
属库党委书记、总经理靖峰告诉记者，截
至8月5日，当地已经收购最低收购价小
麦96.5万吨。

粮食收购工作事关种粮农民切身
利益，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
粮食市场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今年夏粮收购期间，湖北、
安徽、江苏和河南等小麦主产区相继启
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江西也已启动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收购。截至7月31
日，中储粮累计收购2020年最低收购价
小麦565万吨，2020年最低收购价早籼
稻4.3万吨。

为提高粮食应急供应保障能力，我
国已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粮食应急保
障体系，在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和价格
易波动地区建立了能够满足10天至15
天的成品粮储备。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是
应急和保供稳市的骨干力量。目前全国
5388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已经全面复工
复产，各地粮油企业遇到的用工、物流、
通关等困难也得到有效解决。

“做好保供稳价成为当前粮食调控
的主要任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完善保供稳价
体系，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防止投机
炒作；加强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发现市
场波动的端倪，通过发布信息引导预期，
保证市场的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储备
应急体系。

国际合作应对风险挑战

目前我国虽然实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有能力有底气应对全

球粮食危机，然而，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
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我国必须加强粮食
安全风险管控，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
可能面临的全球粮食安全挑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近日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
能导致今年全球饥饿人数新增1.3亿，全
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再
次引发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

不过，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
济师程敏看来，当前国际市场谷物供需
形势并不紧张。美国农业部7月预计
2020/21年度全球谷物产量、消费量、期
末库存分别为 27.3亿吨、26.9亿吨和
8.47亿吨，分别比上年度增加6305万吨、
4727万吨和2656万吨。

程国强认为，目前全球粮食供求面
临三大潜在挑战：一是疫情在全球蔓延
增加国际市场对粮食贸易不稳定的预
期；二是南亚、非洲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
蝗灾有可能导致粮食减产；三是国际金
融投机资本有可能利用疫情和粮食减产
预期大肆炒作，引发全球市场恐慌，推动
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导致全球粮食
出现危机。

“我国虽然有能力应对可能到来
的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但是也必须高
度重视各种风险，及早谋划应对。”程
国强说。要管理好输入性粮食不稳定
预期和风险，谨防市场恐慌、抢粮囤
粮。要抓紧补齐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短板，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
系，建立高效安全可控的农产品应急
供应保障网络。

（中经网）

我国有能力保障“米袋子”安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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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努力实现“三化”联动，促进农产品
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高质量发展。在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中强化市
场意识、应用信息技术、实施品牌战略，
必将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是坚持市
场化运营。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引
导主体树立依托市场、顺应市场、把握市
场的意识，按需经营，积极参与竞争，形
成运营成本合理、产品独具特色、市场竞
争力强的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发展模
式。二是提升信息化水平。现代化的物
流必须配套现代化的信息流。依托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建立信息采
集制度，搭建全国性信息平台，按照规范
化标准化配备计量称重、视频采集、温湿
感应等设施设备，实现仓储保鲜冷链信
息的自动采集、汇总处理和统一发布，为
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加强品牌
化引领。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运
营中培育品牌，在品牌培育中促进发展，
将其打造成品牌农产品的“孵化器”。以
品牌连接农产品生产基地、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和消费大市场，构建品牌营销推
介平台，提高运营效率。

抓实抓好四项建设，夯实农产品产
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基础。从产地贮藏
保鲜设施入手，建立健全农产品仓储保

鲜冷链体系。一是加强主体设施建设。
支持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配备规模适度的节能型贮藏通
风库、机械冷库和气调贮藏库以及配套
设施设备，补齐“最初一公里”短板。下
一步还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建设，
共建共享共用。二是推进产地渠道建
设。在产区成立流通型合作社、联合社、
产销联合体或引入农业企业运营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通过发展精深加工、
电子商务等方式，对接批发市场、加工企
业和电商平台等，形成线上线下高效对
接的流通渠道。三是加快流通体系建
设。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集群集聚建设仓
储保鲜冷链设施，形成田头市场，快速批
量贮藏、集散和分销鲜活农产品。推动
全国性、区域性产地批发市场集中改善
冷藏、冷冻、预冷等冷链物流设施，完善
县、乡、村各级冷链集散中心基础设施建
设，并与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连接形成
完整体系，构建稳定高效的农产品出村
进城平台。四是加强标准规范建设。结
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健全标准体系，
制定标准高、接地气、可操作、适合不同
农产品和季节特点的本地化技术方案和
操作规程，提升兼容性与衔接性，确保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功能先进、运转

安全、效益良好，实现全程可监管、可追
溯、可视化。

着力构建“五个机制”，保障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有序发展。实现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快速建设，需要
以公共资源的重点倾斜撬动配套基础
条件和互补领域环节的协同投资，突破
分散和小规模的瓶颈制约。一是健全
责任机制。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对本地
区设施建设负总责，要抓好规划布局、
目标制定、资金统筹、组织动员及督导
检查等工作。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做
好上下衔接、区域协调和督促检查，县
级党委和政府负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
志当好“总指挥”，做好建设布局、资金
使用、推进实施等工作，对实施效果负
责。二是落实保障机制。坚持“开源”
与“整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研究出
台一批扶持政策，将真金白银投入建设
中。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专项支持资
金，争取将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以
及专项债券统筹集中使用。推动金融
机构创新产品、改善服务，对新型经营
主体给予适当贴息支持。主动协调发
展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落实保鲜仓储
设施用电用地扶持政策，对需要集中建
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的田头市场，优先

协调安排建设用地指标。三是建立管
护机制。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要
有人建、更要有人管，按照“谁所有、谁
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新型经营主体对
其所建设施要承担相应的管护责任，实
现安全运行并长期发挥效益。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专业指导，提升新型
经营主体的规模组织能力、信息获取能
力、设施维护能力和产品直销能力。四
是构建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信息采集和
信息服务的双向互动作用，对设施运营
主体提供管理、政策、市场、科技、电商、
品牌、金融等方面信息服务，满足个性化
需求，提升经营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优势和桥梁纽带
作用，开展培训、咨询、营销、品牌培育等
服务，提升设施运营主体经营能力。五
是强化监管机制。健全完善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内部风险防控机制，
强化监督制约，加强过程管理，严格纪律
约束，对倒卖补助指标、套取补助资金、
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行为，坚决查处，绝
不姑息。要压实实施主体直接责任，落
实县级审核验收责任，建立可核查机制，
全程全面公开各类信息，严格规范验收
程序，确保设施质量和制度公平，努力把
这项联农利农惠农的好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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