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经过艰

苦努力，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

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地回答了“谁

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

这样的成就令人振奋。”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乐安镇青

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又

香表示，成绩来之不易，成果还要继

续巩固拓展，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

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

化水平提高，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

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饭问题可以忽视，

也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我 们 要 始 终 绷 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齐心

协力，以我为主，牢牢把饭碗端

在自己手里。特别是要真正把耕地

保护当事业，把耕地保护当家业。”肖

又香代表说。

“要进一步把粮食安全与农业

发展有机结合到一起，要求我们在

政策约束、观念转变、产业发展等

多个方面形成合力。”肖又香代表

表示，要未雨绸缪，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在思想

层面上，要积极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 农 民 群 众 树 立 正 确 的 耕 地 保 护

观念；在政府层面上，要通过奖励

耕种、处罚

抛荒等措施强

化 耕 地 保 护 的 激

励与约束；在产业层

面上，要提高农业机械

化 程 度 ，增 加 土 地 效 益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产业

带动“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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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界委员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要

优化布局，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

扩油料，保证粮食年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

要装中国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进一步抓好粮食生产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上体现责任担当。”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副省长李玉刚表示，在

确保粮食安全上要做到耕地面积稳

中有增、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粮

食单产稳中有增。同时，要严格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做到饭碗一起

端、责任一起扛。

在谈及如何“扩大豆”时，李玉

刚 代 表 介 绍 ，在 扩 大 大 豆 生 产 、提

高大豆自给能力上，重点在 4 个方

面下功夫：在玉米主产区适度扩大

大豆种植面积；在米豆轮作区稳步

增 加 大 豆

种植面积；新

增耕地面积以

大豆种植为主；

在超采地下水区

域 的 非 灌 区 范 围

内 探 索“ 稻 改 豆 ”，

坚 决 完 成 扩 种 大 豆

1000 万亩、增产 26 亿

斤的任务。

李 玉 刚 代 表 还 表

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主 要 装 中 国 粮 ，就 一 定

要 促 进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我们要保护好黑土

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高标准建设黑土农田和黑

土地保护示范区，加快水

土流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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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燕瑛

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本报记者 祝 伟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种源

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

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

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燕瑛说，这一重要论断，深刻

阐释了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意义，要将习近平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 化 为 种 业 发 展

的 具 体 实 践 ， 坚 决 打 好 种 业 翻

身仗。

燕瑛委员说，近年来我国种业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短

板弱项，主要表现在对种源重要性

的认识和保护不足，种源自主创新

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农作物和畜禽

品种种源对外依赖度高，单位产量

和生产性能有待提高，商业化育种

体 系 不 健 全 ， 缺 乏 种 业 龙 头 企

业等。

“打好种业翻身仗，技术是核

心，企业是关键，资金是瓶颈。”

燕 瑛 委 员 认 为 ， 补 齐 这 些 短 板 弱

项，要立足未来全球种业竞争，完

善产业技术与政策。在技术层面，

要加快种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大力

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在育种技术领域的应用，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在政策层面，要进一步优化种

业创新政策，加快实现种源自

主 可 控 。 燕 瑛 委 员 表

示 ， 要 进 一 步

健全配套政策，优化种业创新环

境，加大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力 度 。

要 深 化 农 业 科 技 体 制 改

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健全品种审定和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制 度 ，

以 创 新 链 建 设 为

抓手推动我国

种业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基。这是站在统筹两个大

局的战略高度，对耕地保护工作提

出要求。”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院长马忠明说。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

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强化耕地保护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占补平衡，严守

耕地红线，为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里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仍面临诸

多挑战。我们既要稳定当下的种粮

面积，也要做好长远的‘藏粮于地’。”

马忠明委员表示，必须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加强用途管制，规范

占补平衡，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

推进撂荒地利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耕地保护不仅是数量上不能突

破红线，质量上也要持续提高。马

忠明委员表示，要建设国家粮食安

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

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加快提升耕地质量。

加 强 耕 地 保 护 ，还 必

须明确责任主体。马忠明

委员表示，要采取长牙齿

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

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让各地政府真正担

负起耕地保护的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指明了工作

方向。”马忠明委员表

示，要主动作为，在提

高耕地质量和土地生

产力、提高粮食和其

他农产品单产和品

质上下功夫，为端

好“ 中 国 饭 碗 ”作

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马忠明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民 以 食 为 天 国 以 粮 为 安
——代表委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

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

时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

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

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

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不行。这一重要论断提

示我们，审视粮食安全的视角要从

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转型，在确保

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全方位多途径开

发食物资源。

民以食为天。从粮食安全观到

大食物观的转变，是我国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使然。粮食安全

是“国之大者”。一直以来，我国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经过艰苦努力，实

现了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消费需

求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

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型，科学合理

的膳食正逐步深入人心，饮食更加

多样化，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口粮需

求下降而食用油、肉蛋奶以及蔬菜、

水果等非主粮食物消费快速增长的

趋势。在这种新的消费趋势之下，

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已经不能满足

当前食物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需

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食物安全保

障体系，既要保障“米袋子”安全，

也要保障“油瓶子”“菜篮子”“肉

盘子”“奶罐子”安全。

顾名思义，粮食安全和

食 物 安 全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概

念，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在

我 国 ，人 们 一 直 习 惯 将 稻

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统称为粮食，而食物的概念

比粮食的概念更加宽泛一些，包含粮油、肉蛋奶、蔬菜

瓜果等一切可食用的食物。树立大食物观，并非不重

视粮食安全，而是从传统的粮食消费观念中跳出来，

树立科学的食物消费观念。必须明确的是，粮食安

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没有粮食安全就谈不上食物

安全，要在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其他食

物的供给安全。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基。我国耕地资源有限，成为制约粮食生产

的重要因素，但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丰富的森林和

辽阔的江河湖海资源。树立大食物观，从耕地资源

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既要向耕地要食物，也要向草

原要食物，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

农业要食物，全方位挖掘食物供给潜力，开发丰富多

样的食物品种，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用途

开发食物资源，一定要做到食物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并重。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面合理布局食物

的生产体系，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

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

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在获得丰富多样

的食物资源的同时，切记不要掠夺性开发，要让耕地、草

原 、森 林 、江 河 湖 海 能 够 休 养 生

息，这样才能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

的食物。

从大食物观出发更好满足人民需要

刘

慧

3 月 7 日下午，人大山东代表团举行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李

燕(左二)与同团三位代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下团组重要讲

话。李燕代表表示，民以食为天，我们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

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房贤刚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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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晾晒收获的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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