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碗 饭 大 变 迁

从“新中国成立初 5 亿人吃
不饱”到“进入新时代 14 亿人吃
不了”，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人
更能体会这条饱腹之路上的酸甜
苦辣；没有哪个年代，比现在更好
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吃饭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
产在不懈探索和制度创新中取得
新突破。我长在农村，上的是农学
院，工作在农业农村部，一直从事

粮食生产，对粮食生产和端牢饭碗
感触很多，有 3 个最为深刻的记
忆：一是解决了温饱，二是告别了
粮票，三是满足了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产量
连续8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
连续5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
中，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吃
得健康。

（本报记者 乔金亮整理）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吃不饱”变“吃得好”

山东宁津县博盛农作物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杨长胜：

吃饱吃好吃出健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茶农望运平：

生态农业前景好

美团点评首席食品安全官宋哲：

“舌尖安全”有保障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人民在线政务部副主任张奇：

小餐桌有大变化

我生长在黑土地上，从 18
岁蹬三轮卖大米，到 2012 年成
立东禾集团，至今已经在大米行
业摸爬滚打了30年。

想要让粮食加工企
业不断发展壮大，多年经
验告诉我，一定要依靠创
新。在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我们创新了经营模
式，建立联合组织，品

牌价值提升了，农民也跟着致富
增收了；我们依靠农业科技，把
联社10万亩有机水稻田实现了
全程科技托管，高标准、规范化
种植，建立了从田间到餐桌的食
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粮食
生产，作为粮食加工企业，坚定了
我们走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之路。

（本报记者 马维维整理）

黑龙江东禾农业集团总经理杨晓萍：

品牌强农增收快

中储粮东北项目办原主任邓浩田：

储运技术在革新

江西芦溪县何家圳村村民易才云：

科学饮食成风尚

7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
不断取得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
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水
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
率保持在98％以上，中国人的

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0年来，中国人碗里的

粮食品种从粗到细再到粗，
数量从少到多再到少，人们
越来越重视膳食营养搭配。

一碗饭的变化，折射出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
的变迁。

1945 年，我出生于湖南株
洲农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人
们每天起早下田干农活，拔秧、
插秧、割稻，十分辛苦。正是这
种童年懵懂的感怀，成为我从事
农机化研究的最早启蒙。

几十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
队将水稻生产机械化作为研发
的重点，在水稻生产的耕整、种
植、田间管理和收获环节取得了

多项重大科研成果，提升了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我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的
艰辛。我们研究农机，一定要为
农民、为农业实实在在做点事。
70年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取得
了很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还有
差距，我们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
努力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

（本报记者 刘 慧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

生产高度机械化

黑龙江省方正县龙艳家庭农场农场主王庆龙：

家庭农场发展快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

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
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流转。我认定，这条路走
对了。就在 3 年前，我正式注册
成立龙艳家庭农场，有了属于自
己的企业。

2018年，我参加了省里组织
的农场主培训班，去南方考察学
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同

时更明白了，搞农业不能只靠埋
头苦干凭经验，要依靠农业技术，
确保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更好
地守护老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这几天，又到了采摘季。农
场的吊秧瓜、葡萄、西红柿等很多
有机瓜果蔬菜都熟了，正等待游
人前来采摘。我相信，在党的领
导下，农场会越办越好！

（本报记者 马维维整理）

我是山东宁津县保店镇前
杨村的一位农民，原来种 100
多亩的小麦、玉米，每年每亩地
收入四五百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2009年，我注册成立了宁

津县博盛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 作 社 ，改 变 种

植传统小麦的单一方式，创新
种植彩色小麦、玉米等作物，收
入不断提高。

我们已经从解决温饱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人们不
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
得健康，我国农业也由追求产
量向产量和品质并重转变。

（本报记者 王金虎整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食品
行业与食品安全治理协调发展
的良性互动，使得食品产业作为
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助推
器的角色持续发挥作用。

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为“舌
尖上的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也为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理
念不断更新，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从分段监管到统一监管，从
专业监管到融合监管，治理体系
优化升级，治理制度不断健全，
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主轴、法
规规章为支撑、食品安全标准相
呼 应 的 制 度 体 系 。 可 以 说 ，
老百姓“舌尖安全”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 吉蕾蕾整理）人们常说，对于家乡最深刻
的记忆往往来自饮食。父母亲
手做的家常菜永远是游子们最
好的“那口儿”。

小时候，家里美食真的不
多。上世纪 90 年代，山西人的
餐桌基本都是“老三样”：土豆、
茄子、豆角。

2008 年，我离开家乡上大
学。6年后，我来到北京。在北

京，我感受到了和家乡完全不一
样的饮食氛围，这里饮食文化包
容性很强，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
美味，当然也包括我家乡的饭菜。

作为一名“准 90 后”，我觉
得生活在这个时代特别幸福，赶
上了中国发展最快的30年。餐
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我更
加珍惜眼前的生活。

（本报记者 常 理整理） 我叫望运平，1964年出生于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龙
潭坪村。小时候，我们一家五口
人挤在一间不到 50 平方米的土
墙祖屋内，即便在过年也难得穿
上一件新衣服，吃的是土豆、玉米
和野菜，白米饭都是稀罕之物。

2010年，我组建了宜昌双狮
岭茶业专业合作社。经过几年的
发展，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35人

扩充到现在的1156人，拥有有机
茶基地 5000 亩，同时通过自建
的现代化加工厂对茶叶进行精加
工，年产值达8000万元。

近 年 来 ，长 江 生 态 保 护 工
作不断加强。如今，三峡坝上水
更清了，生态更好了，种出来的茶
叶品质更高了，咱们茶农的日子
更有奔头了。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谈到吃，这些年变化真是太
大了！以前我们家收入较低，加
上还要同时供 3 个孩子吃穿、上
学，不得不节衣缩食，吃饱都不容
易，改善饮食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的事。除了过年等特殊时候可以
吃到肉外，我平时都很少能看到
桌子上有肉。

随着孩子们长大并相继参
加工作，我也在家附近的自来

水厂再就业，各方面条件都得
到了很大改善。最明显的就是
在饮食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基本可以做到想吃什么就能吃
到什么。

现在岁数大了，身边的老朋
友都开始讲究科学饮食。相信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吃得
更好、更健康、更科学。

（本报记者 吉蕾蕾整理）

1955 年，我出生于广东省
东莞市一个农民家庭，1980 年
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粮食
厅工作。身处广东这片热土，我
以满腔热忱投身粮食体制和企
业改革大潮中。

后来，我主持建设的中储粮
新沙港基地、镇江基地和盘锦基
地，是北粮南运大通道上的3颗

“明珠”，成为中储粮推动我国粮

食储运行业技术革新的缩影。
我们这代人，从贫穷和饥饿

中走出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家人吃饱饭，让周围的人吃饱
饭，为全国人民把饭碗端牢，是
这代人朴素的心愿。从事粮食
工作，能够将自己的心愿和中储
粮伟大的使命结合起来，是我职
业生涯最大的幸运。

（本报记者 刘 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