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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7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为规范
企业裁减人员行为，人社部研究起草了 《企业裁减人
员规定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对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人
社部门按规定给予稳岗补贴。

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出现法定可以裁员情形，
可在裁员前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采取转岗培训、
技能提升培训、调整工资、轮流上岗等措施，尽量不
裁员或少裁员。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裁员应当提前 30 日说明情况、
提出裁员初步方案并听取意见、确定裁员方案并公布、
向人社部门报告、实施裁员并给予经济补偿等要求，以
规范企业的裁员行为。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采取
协商一致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人数达到 20 人以上，应当
提前 30 日向本企业工会或者全体职工告知有关情况，
并将拟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数报告人社部门。

为加强对职工的权益保护，征求意见稿规定，企
业与被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并及时结清拖欠的工资，缴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禁止裁员的范围，包括在本单
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在本单
位连续工作满 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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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开始至今，一股强冷空气悄然来袭，打破
了连日来的暖冬天气，开启我国中东部地区“起风”“吹
雪”模式。局部地区气温骤降 10℃至 14℃，青海、甘肃、
四川、吉林等地都有 2至 9毫米降雪。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受南支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云南、贵州中西部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天气，预计 8 日
夜间到 10 日，云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明显降
雨，其中，局地有暴雨乃至大雪。

如何应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气温骤变？专家表
示，强冷空气袭击前后的 2 至 3 天内，平均气温和最低
气温骤然下降，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对这种突如其来
的寒冷刺激难以适应，这个时候最需要及时添衣保暖，
防止受凉引起机体抵抗力下降。

冷空气除了给人们生活增添了一丝烦恼，也对农
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
公共服务司副司长王志华介绍，寒潮冷空气带来的降
温可以达到 10℃甚至 20℃以上。对于大多数植物来
说，当温度降到 0℃左右时，就会明显受害。河北省固
安县是环京津蔬菜生产基地，入冬后，这里的菜农最关
心的就是天气变化，最怕遇降雪造成塌棚或者冻棚。

固安县蔬菜管理局副局长张维建告诉记者，面对
冷空气，有几种方法可以防灾减灾。由于冷空气来时风
力较大，棚架设施应注意加固，防止倒塌或大风掀开棚
膜加重冻害，并做好温湿调控。油菜及低洼地段的柑橘
园等应注意清沟排渍，防积水结冰加重冻害，叶菜类蔬
菜可用稻草覆盖，减轻冰冻危害。

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生产都不欢迎冷空气光临。
北方春小麦、豆类和油料作物属耐寒作物，可以承
受－7℃至－10℃的低温。而这次冷空气将带来的西
北、黄淮的降雪以及西南地区的降雨，对农民而言是一
件好事，改善农田土壤墒情，增加农业蓄水，小麦获得
了充分滋养，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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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票价改革之北京轨道交通客流影响分析》 显

示：计程票价实施后，北京市轨道交通日客流下降约

80 万人次，但乘客出行特征暂无明显变化。图为 1 月

7日乘客乘坐北京地铁 5号线。

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

北京轨道交通日客流量下降

“别拿土豆不当干粮”，农业部科技创新引领马铃薯主粮化发展的举措，预示着小土豆要跻身主

粮队伍。马铃薯主粮化，就是将马铃薯加工成适合国人消费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实现由副食消

费向主食消费转变，使马铃薯成为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又一砝码——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1 月 6 日表
示，将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引领马铃薯主
粮化发展。这一重要信息传递出马铃
薯成为我国第四大主粮的愿景有望实
现的积极信号。

别拿土豆不当干粮

余欣荣认为，马铃薯之前未能主食
化，一是因为国内马铃薯消费一直以鲜
食为主，缺乏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马
铃薯主食产品；二是缺少适合中国主食
产品的专用薯种与加工技术。

马铃薯是粮菜兼用性作物，曾长
期是贫困地区群众的口粮，过去大多
被看做饱腹充饥的食物，如今人们更
多把它当蔬菜，导致我国社会对其营
养价值的关注度不高。“事实并非如
此”，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
万宝瑞认为，马铃薯是“十全十美”的
营养产品，富含膳食纤维，脂肪含量
低，有利于控制体重增长、预防高血
压、高胆固醇等。马铃薯主粮化，就是
将马铃薯加工成适合国人消费习惯的
馒头、面条、米粉，实现由副食消费向
主食消费转变，逐渐成为第四大主粮。

事实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已将
马铃薯列为第四大主粮。在欧美地
区，马铃薯是主粮，欧洲国家人均年消
费量稳定在 100 斤至 120 斤，俄罗斯
人均年消费量达 340 斤。不少国外农
业专家认为，随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

“如未来出现全球粮食危机时，只有马

铃薯可以拯救人类”。

开辟粮食增产新途径

从我国来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
要求下，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利于缓解
资源环境压力。马铃薯生长需水量只
有 350 毫米，而小麦、水稻分别是 450
和 500 毫米。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区，谷物生长困难，马铃薯不仅能正常
生长，还能减少水土流失。农业部去
年在河北衡水组织试验，华北地下水
超采区在完全雨养条件下马铃薯亩产
仍达到 1.8吨。

据预测，我国粮食需求呈刚性增
长趋势，到 2020 年需求增量在 1000
亿斤以上。但受耕地水资源的约束和
种植效益的影响，小麦、水稻等口粮继
续增产的难度加大，需要开辟增产新
途径。马铃薯耐寒、耐旱、耐瘠薄，从
南到北、从高到低的大部区域都能种
植，且单产比小麦、水稻等要高很多。
据测算，马铃薯理论上亩产可达 8 吨，
而我国目前平均只有 1吨多一点，单产
潜 力 巨 大 。 从 面 积 来 看 ，目 前 只 有
8000 多万亩，通过开发利用南方冬闲
田，我国扩种马铃薯潜力也很大。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
说，随着城镇化率快速提升，马铃薯面
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由于人们外食消
费 增 加 ，采 用 方 便 化 主 食 的 趋 势 明
显。同时，企业加工能力提升明显，马
铃薯有望从之前局限于特定地区、特

定人群的特定口粮向主粮迈进。

产业综合配套须跟上

余欣荣表示，未来全国土豆种植
面积将逐步扩大到1.5亿亩，年产鲜薯
增加 2 亿吨，折合粮食约为 5000 万
吨，将显著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在马铃薯主粮化的推进上，要做
到“一不三坚持”。即不与小麦、水
稻、玉米三大主粮抢水争地，坚持主
食化与综合利用相兼顾，坚持政府引
导与市场决定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
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经过前期的发展，国家马铃薯主
粮化项目组已经在产品研发与加工技
术工艺创新方面，依照国人消费习惯
成功开发了马铃薯全粉占比 35%以上
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品。农业
部正在组织编制《马铃薯主粮化发展
规划》，指导各地推进马铃薯主粮化。

我国马铃薯单产比巴西、印度等发
展中国家低一半，不到荷兰、英国等发
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居世界第 93位。国
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金
黎平告诉记者，我国75%马铃薯种植在
山区和坡地，特别需要小型机械。但目
前小型机械缺乏，大型机械则依赖进
口。“针对此，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5.65亿元，实施马铃薯脱毒
良种扩繁项目 213 个。”财政部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卢贵敏说。

尽管如此，目前对马铃薯的政策
扶 持 力 度 明 显 弱 于 小 麦 、水 稻 等 主
粮。专家表示，今后在马铃薯主粮化
推广中，要加大对企业育种和农民用
种进行补贴，分担企业进行科研和科
研成果转化的压力。要从主粮战略的
高度，划定育种功能区，以降低育种成
本，提高种子质量。强化规划引导和
主粮化技术模式攻关，加快选育一批
优质、高产、抗逆、综合性状优良、适宜
主粮化的专用品种。

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既是应

势而为，也在情理之中。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谈到马铃

薯主粮化战略时用了 3 个词：因势而

谋 、应 势 而 动 、顺 势 而 为 。 这 里 的

“势”，从消费的角度看，就是随着全社

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膳食结构、

质量品种、健康营养等有了更多更高

的要求；从农业资源禀赋条件看，我国

的水土资源、化肥农药约束已经越来

越突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需要

我们尽快调整种植业结构，缓解资源

环境紧张状况；从保障粮食安全看，从

现在到 2020 年，每年粮食需求增量在

1000 亿斤以上，而水稻、小麦等品种继

续增产的成本大、空间小，马铃薯却具

有巨大的增产潜力。

把握这种大势、顺应这种大势、

引领这种大势，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

下，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思路，加快推

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推动实

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就是这种战略

要求和现实需求的选择。现实中，马

铃薯早已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确认的第

四大主粮，我国 1958 年到 1962 年马铃

薯产量曾占到谷物产量的 21%，为解

决群众温饱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也

有一些地区将马铃薯当做主粮，尤其

是随着品种技术和加工技术的提高，

把马铃薯加工成馒头、面条、米粉等

主食产品的主粮化之路已经具备了现

实条件。

此外，马铃薯除了不与水稻、小麦

争地争水，还拓宽了保障粮食安全的

视野和平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

线，这一要求使农业生产由过去的保

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移，

这就为推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提供了

政策空间。同时，确保粮食安全的一

个重点，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

于地就是要确保基本粮食种植面积；

藏粮于技就是要加大粮食科技创新力

度，而马铃薯主粮化恰恰是技术进步

的结果。

推动马铃薯主粮化，既事关当前，

也事关长远；既能满足全社会对粮食

品种的新要求，也有利于克服农业资

源紧张的困难，更开辟了保障粮食安

全的新途径，为粮食安全增加新砝码。

为 粮 食 安 全 再 加 砝 码
瞿长福

小土豆将跻身“四大金刚”——

马铃薯主粮化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今年的火车票怎么不好买呢？”又一
次刷新购票页面后，吴丽丽感叹道。在北
京工作的吴丽丽来自安徽宿州，自从京沪
高铁开通之后，由于高铁车次增加，回家
的票就不愁买了。

可今年铁路部门将春运期间火车票
预售期提前至 60 天后，高铁票也变得“一
票难求”了。这让吴丽丽很不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014 年 11 月 28 日，12306 网站发出

公告，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铁路互联网
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由 20 天延长至
60 天。虽然 2015 年的除夕在 2 月 18 日，
可 2014 年的 12 月 7 日就开始发售 2015
年春运第一天，也就是 2月 4日的车票了。

对这一举措，专家认为，延长预售期
并不能缓解“春运难”问题。因为春运火
车票难买，最根本的矛盾在于较为固定的
运力与短期的大量需求间的矛盾。目前
铁路运力整体不能满足春运需求时，延长
售票时间，只能改善旅客购票乘车体验，
并不能缓解“一票难求”。

对此，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
延长售票期，不仅仅是针对春运，还包括
节后乃至全年，主要目的还是改善旅客购

票体验。这样许多旅客不仅可以提前购
买春运客流高峰期的回家车票，还可以提
前买到返程车票，一次性解决往返问题，
由此可以更加合理地规避并实现自己的
错峰出行，改善购票乘车体验。

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延长预售期，铁
路部门可以有更加充足的时间，提前掌握
和了解客流动向，通过统筹调配运力、加
开临客等方式，把最宝贵的运力资源用
好用足，而不再如往年一样，靠经验、凭预
测、仓促应对。

从 12306 网站上的公告可以看到，为
满足旅客需求，铁路部门根据固定列车车

票提前预售情况，制定了春运临客开行方
案，并在集中办理完务工人员团体往返票
后，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正式对外发售春
运临客车票，没有买到票的旅客可以关注
网站发布的临客车次和开行日期。对特
别紧张的线路，铁路部门将根据售票情况
进一步增开客车。

有旅客反映，车票预售期提前出现了
旅客大量囤票和“黄牛”倒票的空当。

首先是旅客自行囤票。因为提前 15
天退票没有手续费，有的旅客没有买到最
想要的车次，就反复预订许多其他时间和
车次的车票“保底”，客观上加大了购票的

难度。针对上述情况，铁路部门也制定了
相关的防范举措，为了防止一人同时购买
同一方向的多张车票，根据实名制购票乘
车的要求，旅客将不能购买与已购车票行
程相冲突的新车票。

“但这个规定只限制行程相冲突的
票，也就是大概同一天时间的车票。如果
前后定多天同一方向的车票，还是可以订
到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人定很多张票的
情况。”吴丽丽试验之后说。

其次，延长预售期、降低退票费，客观
上也造成了“黄牛”囤票。

针对“黄牛”倒票，今年铁路部门提出
了 4 个“严格”。严格落实车票实名制，铁
路公安部门严格执法，对火车票代售点严
格监督，严格内部售票管理。同时，为了
防止“黄牛”倒票，在退票方面，网站实行
延时随机返库，堵住了“黄牛”即退即买的
漏洞，保障了购票秩序的公平性。

专家表示，并不是每一项便民利民的
举措出台都是尽善尽美的，在运行过程
中，都会出现各种难以预估的问题。希望
广大群众能够多一些理解。同时，也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推出和修正相关举措，
让每一位旅客的回家之路变得更通畅。

火车票预售期提前 60 天致囤票现象增多——

买 票 难 如 何 缓 解
本报记者 齐 慧

铁路部门回应说，延长售票期，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旅客的购票

乘车体验。会通过严格落实实名制、实行退票延时随机返库等手

段解决囤票倒票问题

购票期延长，“一票难求”的情况会不会更突出？

会不会给个人囤票和“黄牛”倒票更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