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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孔繁鑫 农业是百业之
基，粮食是立足之本。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在1月17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我国粮食总
产量13657亿斤，粮食产量又上新台
阶，农业生产全面丰收。今年我国粮
食供给有保障，建立在以下几方面基
础之上：

连年增产基础稳。粮食已连续
18年丰收。2007—2009年产量为1万
亿斤以上，2010—2011年为1.1万亿斤
以上，2012—2014年为1.2万亿斤以上，
2015年以来，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保证了粮食市场基本供应。

库存充足家底厚。目前国家粮食
库存充裕，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
占总库存的比例超70%，小麦库存可

以满足1年半的消费需求。企业商品
库存增加也较多，小麦和稻谷商品库
存同比增长50%以上。

播种面积连年增。落实耕地保
护建设的硬措施，坚守18亿亩耕地
红线，加强耕地用途管制，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粮
食播种面积扩大。2021年粮食播种
面积比上年增长 0.7%，连续两年增
加。2020年，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
为1.31，双季复种水平提高，提升耕
地利用水平。

单产增加潜力大。据2019年调
查，我国耕地中低产田比例超 2/3。
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中
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快发展设施农业等，我国粮食单

产水平提高潜力巨大。
政策机制有保障。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正
在见效，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随着各地
推进政策进一步落地，农业生产扶
持力度不断加大，有利于提高农业
生产积极性，特别是有利于抗御国
内外各种风险变化。“现在国际市场
都是连在一起的，通过粮食和其他
原材料的进出口，国际商品价格会
以输入通胀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市
场，国际上的自然灾害也会对产量、
价格、市场产生影响。我们最关键
的是要管好国内自己的事，把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切实保证粮食
安全。”宁吉喆说。

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供给有保障

据新华社消息 农业农村部国际
合作司一级巡视员谢建民1月17日表
示，将实施三方面举措推动粮食和农
业系统转型。

谢建民是在1月17日由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和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
究中心共同举办的《2021年农村发展
报告》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和
农业生产，始终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
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用不到9％

的耕地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
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将以更有力的举
措、汇聚各方合力来推动粮食和农业
系统转型。

一是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切实打牢种子、耕地等基础，千方百计
稳定粮食生产。同时，巩固提升重要
农产品保障水平，扩种大豆油料，抓好
油菜、花生油料生产，确保蔬菜、畜禽、
蛋奶和水产等“菜篮子”产品稳定供

给，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二是更大范围推广保护性耕作，

全面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建设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发展节水农业和旱
作农业，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促进
农业碳减排和绿色发展。

三是加大对脱贫地区产业升级、
群众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支持，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做优乡
村特色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举措推动粮食和农业系统转型
农业农村部：

本 报 综 合 据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网站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制定了《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
保 健 功 能 目 录 非 营 养 素 补 充 剂
（2022年版）》（以下简称《功能目
录》）及配套文件（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新版《功能目录》取消与
现有保健功能定位不符的促进泌

乳、改善生长发育、改善皮肤油份3
项保健功能和原卫生部已不再受理
审批抑制肿瘤、辅助抑制肿瘤、抗
突变、延缓衰老 4项保健功能。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功能声称相
关产品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已生产
的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除上述 7项保健功能外，对于
已批准的尚未取消也未纳入保健功
能目录的保健功能，根据新旧保健

功能声称衔接和最新评价要求进行
转化；不能转化的，根据《目录管理
办法》向审评机构提出拟纳入或者
调整保健功能目录的建议，符合要
求的纳入或者调整《功能目录》。

已发布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对应的功效按《功能目录》调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5年后，保
健功能未纳入《功能目录》的保健
食品不得生产销售。

市场监管总局：

拟取消改善生长发育等七项保健功能

国家统计局：

本报讯 倪泰 1月17日，市场监管总
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涵盖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生产经营
“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

据介绍，2020年10月，市场监管总
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开展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专项执法行动。一年来，共查处违法
案件16.2万件、罚没款14.8亿元，查扣违
法产品4369吨，吊销许可证96件，从业资

格限制155人，对直接责任人罚款1728万
元；公安机关侦办涉嫌犯罪案件1912件。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5件由市
场监管部门查处，包括浙江金华查处浦江
县龙鼎副食品商行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食用油及擅自从事食盐批发业务
案、重庆渝北查处毛顺明农副产品经营部
非法使用工业松香加工猪头肉案、北京查
处生产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及标签含
有虚假内容“京悦德”牌北京烤鸭案、天津
查处欣海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食品及未履行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义务案、四川成都查处林某销售
未经检验检疫毛肚案。

上述5件案例中，除了对违法企业
予以处罚外，涉案法定代表人、公司主要
负责人也被处以从业资格限制、罚款。
如在北京查处案件中，北京鑫盛荣达商
贸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孔某等人以
每套1元的价格购入假冒“全聚德”包
材，以每只13.5元的价格购入塑封好的
烤鸭，运至北京以每只20元的价格分销

给下线，其销售的“京悦德”牌北京烤鸭
标签含有虚假内容。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0.1
万元、没收其违法生产经营的“京悦德”
牌北京烤鸭4905只、罚款264.7万元、吊
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对孔
某处以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
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的行政处罚。

发布的另外5件案例由公安机关侦办。

三部门联合发布十件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案例

本报讯 潘宇静 1月20
日，国新办就2021年农业农
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
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
再创历史新高，生猪生产全面
恢复，猪肉产量基本达到正常
年份水平。2022年，在稳定
粮食生产方面，农业农村部
重点放在“两稳两扩”：稳口
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
示，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
17.64亿亩、比上年增加1295
万亩，产量13657亿斤、在高
基数上增加了267亿斤。生
猪生产全面恢复。截至2021
年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329万头，产能回到合理水
平。全年猪肉产量5296万
吨、比上年增长28.8%，基本
达到历史正常年份水平。

2021年因冬麦区发生了
非常严重的秋汛，小麦播期
普遍推迟。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
据农情调度，冬小麦的播期
虽然晚了一点，但基本完成
播种面积，并已经制定了保
夏粮小麦丰收工作方案和技
术预案。

在猪肉价格方面，农业
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唐珂表示，2021年生猪价格
从高位逐步回落。从生猪养
殖收益看，除6月至10月亏
损外，其余7个月均盈利较
多，按出栏量加权平均计算，
全年每出栏一头生猪仍有564元的利润，
高于正常年份200元左右。全行业来说，
2021年生猪养殖依然是丰收年。

此外，潘文博提到，2021年全国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万
亩。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在适宜品种、适
宜机具、适宜除草剂等环节进一步完善提
升，力争2022年新增面积1500万亩。

潘文博称，在稳定粮食生产方面，
2022年农业农村部应重点做到“两稳两
扩”：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
在稳口粮上，稳定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
物生产，抓好南方双季稻。稳玉米上，着
力提高玉米单产，巩固提升产能。在扩
大豆上，构建合理的玉米大豆的轮作制
度，引导东北地区扩种大豆。在西北、黄
淮海、西南、长江中下游等适宜地区，大
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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