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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负责人谈粮食安全等热点问题——

“中国粮食威胁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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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我
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一连增”。12 月 5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
美家就有关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局部旱灾不改大局

今年夏秋季，黄淮和东北部分地区发
生了严重的伏秋旱。为何遇到旱灾也会丰
收？毕美家说，辽宁、河南夏季干旱比
较严重，但主要是在河南西部和辽宁西
部。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差一些，灌溉条
件一般，基本靠天吃饭。据统计，今年
辽宁秋粮减产88亿斤，河南减产8亿斤。

我国地域辽阔，是典型的季风性气
候，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今年的气
象条件总体不错，是正常年景，没有在
全国发生大范围的干旱和洪涝灾害。数
据显示，今年夏秋季节农作物最大受旱
面积只有 7000 多万亩，比近 5 年同期平
均水平少了 2000多万亩。

毕美家认为，今年秋粮能够再获丰
收，主要得益于“一扩两增”。“一扩”，

就是种植面积扩大了，比去年增加了
1165 万亩，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
面积增加了 1137 万亩，因面积增加和结
构调整增产近 100 亿斤，弥补了一部分
因灾损失。“两增”，一是没有受灾的地
区明显增产，多数省份气象条件好于去
年，未受旱和有灌溉条件地区的单产普
遍提高，有效弥补了受旱区域的产量损
失，全国粮食第一大省黑龙江今年增产
47.6 亿斤；二是去年受灾的省份今年条
件较好，没有减产，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持续挖掘增产潜力

粮食连年增产，今后如何进一步挖
潜？毕美家说，今后要在“两藏、两
机、一聚焦”上下功夫。

“两藏”中的第一个，就是“藏粮于
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
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加强耕地保护
与质量建设。一方面，守住耕地数量红
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快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另一方面，守住耕地质量红
线，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为抓手，

以土壤改良、培肥地力、养分平衡、耕地
修复为重点，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另外，还要“藏粮于技”。积极推进
种业科技体制改革，搭建种业科技创新平
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加快选育一批高
产优质多抗新品种。同时，推进技术集成
创新，大规模组织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
关，集中力量攻克一些技术瓶颈，组装一
批区域化、标准化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所谓“两机”，一是推进农业机械
化，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二是推进机
制创新，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据统
计，今年全国农机化水平超过 61%，比
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三大粮食作物农
机化水平超过 75%，小麦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方面，农
业部积极扶持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一聚焦”，则是聚焦产粮大县。产
粮大省、大市、大县，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中坚力量。13 个粮食主产省的产
量占全国的 75%，全国超 10 亿斤的产粮
大县有 400 多个、产量占全国的 54%，
全国超 100 亿斤的产粮大市有 33 个、产

量占全国的 43%。抓住了产粮大省、大
市、大县，粮食安全就有了重要保障。

进口比例依然较低

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有所增
加，但总量并不大。目前，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进口量仅占国内产量
的 2.4%。毕美家说，这主要是因为国际
粮价比国内低，同时为了满足国内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也需要适当进口一些优
良品种进行调剂。今后可能还要适当进
口一些国内短缺品种，但谷物进口不会
大幅增加，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
好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中国粮食威胁
论”是不存在的。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但生态环境承
载压力加大，农业环境污染突出，耕地
质量在下降，生产成本在上升，新形势
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势在必行。毕美
家说，目前农业部正在制定保障可持续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综合性实施方案。“所
谓可持续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核心是高
产高效、稳产增产，关键是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重点是开展绿色增产模式攻
关。”毕美家说，在这个过程中，要努力
做到物理技术优先、安全投入品优先、
良种良法配套优先、农机农艺融合优
先、信息技术优先。

此外，毕美家表示，中国目前没有
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我国
的态度是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
新；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将
按照“先是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
饲料、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
作物，最后才是主粮”的步骤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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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热闹了一年的田野静了
下来。玉米收了、水稻割了、土豆挖
了，忙碌的身影和欢腾的农机渐次歇
息。这份难得的清闲，是下一次收获的
孕育，是种粮人最有兴致回味一年辛苦
一年粮的时刻，《经济日报》 记者听到了
一个又一个关于粮食的故事。

行 行 是 边 垄 、
处 处 是 地 头

吉林省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村
民张云军，是第二年采用高光效宽窄行
栽培技术了。去年，他的绿色水稻亩产
达 1450 斤，比前年提高了 150 斤。“今
年又高了50斤，每亩还有省里的20元技
术示范补助。9亩地虽然不多，但是绿色
水稻每斤收购价比普通水稻高5角钱，收
益很可观。”张云军兴奋地告诉记者。

过去，垄向一般随道路定，多是南
北垄、东西垄，高光效技术则需要斜
垄。老张说：“刚开始我也不明白，后
来，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的专家来了，他
们说这是有利于水稻生长的最佳方向，
光能利用率最高，产量也会提高。后来
我懂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行行是
边垄、处处是地头’呗。我的地就在村
边上，不影响旁人，调整起来方便。”

连续 2 年的种植让张云军成了高光
效栽培的科技示范户，周边一些农户也
跑来向他求教，记者就正好碰到了这么
一位老乡。“新技术只是调整垄向这么简
单？”他很疑惑。

张云军说：“当然不止这些。除了重
新整地再起垄，对水稻育秧、移栽要求
也很高，单位面积株数多，还要配套水
稻高光效移栽机。不过，多用秧苗相当
于多了 1分地，产量自然高。”

技术大面积推广面临的不仅是投入
的增加，还有垄向调整的现实不便。松
花江镇多位农技员向记者反映，很多农

民就因为嫌麻烦而不愿意调整。但是农
技人员并未放弃，他们通过专家讲解、
现场咨询等方式，逐个做农户的工作，
力求整村推进。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吉林省财政按示范面积对农户整地、插
秧给予补助。如今，赵家村全村已实现
高光效栽培模式。

与张云军一样，更多的种粮人越来
越感受到技术增产的好处。黑龙江农垦
七星农场的水稻科技示范户张景会种着
650 亩水稻，说起“旱育壮秧”、“叶龄
诊断”等名词也是头头是道。“以前没有
叶龄诊断技术时，我固定在 7 月 15 日施
穗肥，但是每年气候不一样，有时候就
会有贪青早熟的情况。现在根据叶龄管
理，水稻长到 9 个半叶时施肥，效果特
别好。”今年，七星农场还重点推广应用
了集中智能化浸种催芽、钵形毯式育苗
机插、匀速精量播种等新技术，113 万
亩水田创造了水稻 17亿斤产量的奇迹。

农田水利
让“三跑田”变了样

张心跃是山东省临邑县国寨村的
“德州粮王”，“粮王”有哪些“粮经”？

“今年受极端天气影响，差不多从春
一直旱到秋，有些地方病虫害严重，可
我的小麦、玉米还是获得了高产，玉米
亩产达到 2000斤。”张心跃告诉记者。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而言，2000 斤
的玉米亩产从何而来？“这个产量扎扎实
实，一点水分也没有。”“粮王”带记者
到刚刚收获完的玉米地找寻丰收秘诀。

整齐成方的田亩周边有许多小立
柱，是小农水工程的出水口。“小白龙”
一接，泵站一刷卡就可以实现自动化灌
溉。泵站管理员孙守坤在电脑上调出当
地的路网、渠网以及泵站、出水栓的位
置，记者发现，这样的小农水工程已经
在临邑县广泛铺开。牵住水利“牛鼻

子”，临邑县形成了灌排结合、丰蓄枯
用、河渠相连、库库相通、水量互济的
现代水网。

“从 4 月盼到秋收，雨水情况一直不
理想。要是在以前，家家户户都要扛着
水泵到沟渠引水，沟渠遇旱没有水，就
只能干瞪眼。现在多亏了小农水配套工
程，农田及时止渴。前几年，到处都是
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可如今
农田水利让‘三跑田’变了样，保障了
粮食生产。”张心跃说。

张心跃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
大水漫灌，化肥还没有被庄稼吃透就被
冲走了，留住的肥料泡在水里又容易烧
坏作物。如今高效灌溉，每亩地肥料损
失减少了 35%至 40%，庄稼还能更好地
吸收养分实现增产。不仅如此，雇人浇
地一亩 50 元，不雇人自己回来浇地，赚
不到钱还要搭上路费。现在，小农水浇
地一亩只需 15 元，自动化灌溉更方便
了！“省工省钱又能增肥效，农民咋能不
欢迎！”张心跃说。

近年来，临邑县狠下工夫打通庄稼
喊渴的“最后一公里”。今年 7 月，又整
合资金新建小型提水泵站 14 座、清淤沟
渠 56.3 公里、埋设管道 129 公里，建成
高标准输水灌溉面积 2.3 万亩。“这让今
年农业生产有旱象无旱灾，全县有效灌
溉面积达到 70.1 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临邑县县长林
春元告诉记者。

天还是那个天，地却在改变。在粮食主
产区，像张心跃一样受益的大户越来越多。

由一艘船
到一个舰队的转变

“过去，一家一户分散耕种三五亩
地，粮食增产受限不说，还弄得一大块
地高低不平，净是田埂，大型农业机械
不好发挥作用。现在，随着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我们逐渐摸索出规模化农业
经营的经验，改善了生产条件，产量也
搞上去了。”48 岁的雷修春是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春雨土地流转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一谈到规模经营后带
来的产量变化，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目前，合作社已经流转了全村三分
之一的土地，总流转规模已超过 2650
亩。“明年还要扩大规模，我们再吸纳几
个种田能手，产量还能再提高。”雷修春
对种粮很有信心，他的儿子也辞掉了城
里的工作，决定回家和父亲一起好好干。

对规模经营的好处，安徽省宿州市
埇桥区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的负责人李
清武也深有体会。别看现在淮河粮食产
业联合体已是远近闻名的产粮“巨无
霸”，可是，从异乡到埇桥创业的李清武
却在最初遭受了质疑。看中的 1000 亩
地，只有一半村民愿意流转给他，剩下
30%在观望，还有 20%坚决不干。

“种不种得好，咱 3 年后见！”李清
武心气高，但一下种 1000 亩地，种、
收、管都成了问题，险些绝收。这逼着
他开始动脑筋：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
得发展“联合体”一起挤成本、提效
率。2012 年 7 月，逼出来的“联合体”
成立了。李清武说，“联合体”的成员都
是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其中，10 家
专业合作社主要承担耕、种、管、收全
程生产服务，18 家家庭农场负责土地流
转，按标准种植农作物。目前，联合体
流转的土地面积已有 4000 多亩，托管
的土地面积达 1万多亩。

李清武说，这是“由一艘船到一个
舰队的转变”，联合体的经营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大大增强。算下来，“联合体”的
小麦平均亩产可以增加 100 斤、玉米增
加 200 斤，而耕种一亩地的成本却比一
般家庭平均低 200元左右。

规模经营让一亩地里可以忽略的改
变，在上千亩沃土上放大显现。李清武
深有感触。

我国粮食连续 11 年增产，谷物

自给率接近 98%，这样的成绩举世瞩

目且来之不易。但我国粮食安全并非

高枕无忧，尤其是最近两年面临一些

新挑战。即资源减少、环境压力使粮

食供求处于紧平衡，形成持续增产的

天花板效应；比较效益降低、国际竞

争力减弱，更深层次制约着粮食安

全，形成政策扶持的地板效应。

资源约束持续加剧。我国人多地

少水缺，人均耕地、淡水分别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 40%和 25%。近年来，

全国耕地面积更是以每年 600 万至

700 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下降，

东北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

层变浅。

环境承载能力趋紧。我国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一成，

却使用了世界近四成的化肥；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农膜虽然提高了单产，却有一半

残留在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若继续增加农药、

化肥、农膜等投入，农村环境将难以承受，农产品安全

也难以保障。

毋庸讳言，相对需求，目前国内粮食产量已有缺

口，未来缺口还会持续增大。目前，我国每年进口大豆

6300 多万吨、谷物 1400 多万吨、食用油 800 多万吨，

“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已成为过去时。

粮食连年增产，自给率却在下降。出现这样的情况

固然与需求增长得更快有关，但也与我国粮食生产的产

业吸引力、国际竞争力下降密不可分。

从国内看，相对二三产业，种粮的吸引力持续下

降。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扶持措施，但粮食生产一直

未走出成本上涨、效益下降的困境。无论是物化投入

还是土地租金、人工成本，都日益显现出“高扬”特

征。多数地方粮食每亩纯收益只有 200 元至 300 元，种

粮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情况更

加严重。

从国际看，持续走高的国内粮价已影响到我国粮食

的国际竞争力。今年前 7 月，谷物进口量同比增长

80%。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三大主粮的国内价格都已

高于进口粮食的到岸完税价。只是由于我国对粮食进口

实行配额管理和关税保护，才缓解了国内外价格倒挂现

象，却没有抑制住生产成本持续提高的趋势。据测算，

再过 5 年至 7 年，目前的关税水平将不足以抵御配额之

外国外粮食的价格优势。

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即提高农民

种粮积极性。表面上看，就是要提高粮食收购价。但

是，国内粮价已全面高于国际粮价，加大对农民的直接

补贴也要遵循世贸组织的“黄箱”规则，补贴总量不超

过该品种生产总值的 8.5%。与此同时，去年务工收入

首次超过务农收入，其中种植业的收入仅约占农民收入

的 25%。这一系列的事实意味着，运用政策手段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

无论对内的产业吸引力还是对外的国际竞争力，粮

食生产都需要国家支持和保护，但同样要遵循经济规

律，必须从过于追求数量安全转变为还要注重质量安

全、从过于注重产量提高转变为还要注重效益提升。

目前，粮食生产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能否应对国内

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对内，要使新型经营主体

种粮务农的收益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当；对外，要使我

国粮食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国际主要产粮国持平。这就

需要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农

业经营体系，其中，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最为关键，要

通过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增强粮

食生产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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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03亿斤，实现“十一连

增”。前期遭遇旱灾，粮食如何实现连增？未来的增产潜力还有多大？持续丰收

为何进口增加？这些热点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增产之后仍有挑战

农

兴

粮 食 “ 十 一 连 增 ”

后，还面临资源约束持续

加剧、比较效益降低、国

际竞争力减弱等挑战。要

想实现粮食生产持续发

展，就必须推动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

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