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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碗装满中国粮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粮食稳，则天下安。

党 的 十 八 大 、十 九

大 以 来 ，中 国 粮 食 安 全

问 题 一 直 被 置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执 政 思 路 、政 府

实 施 公 共 治 理 政 策 的

核 心 。 在 2021 年 11 月

召 开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上 通 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 年 奋 斗 重 大 成 就 和

历 史 经 验 的 决 议》（下

称《决 议》）。《决 议》当

中 ，对 于 中 国 的 粮 食 安

全 问 题 ，再 次 做 出 了 重

要论述。

《决 议》明 确 指 出 ，

“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

源 安 全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安全”“坚持藏粮于地、

藏 粮 于 技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耕 地 保 护 制 度 ，推 动

种 业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种

源 自 主 可 控 ，确 保 把 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 无 论 是 从 农 民 收

益 出 发 ，还 是 推 进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发 展 种 业

技 术 ，一 切 政 策 的 目 的

就 在 于 —— 中 国 人 的

饭 碗 任 何 时 候 都 要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社 会 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

向《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表示。

与土地问题相比，农业技术的

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利用也是当务

之急。

“中国的养殖品种和技术还需

要提升，在发达国家，肉粮比为 1:

4，在中国肉粮比还在 1:5 和 1:6 之

间，就是说，我们生产一斤肉，需要

5 斤以上的饲料。在种植方面，我

们在种植土豆、红薯、玉米、水稻、

小麦等作物之外，还需要种植杂粮

作物。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进行

播种。”张翼表示。

中国种业一直存在难以突破

的“卡脖子”问题，种业“芯片”研发

能力的匮乏，在贸易摩擦期间获得

空前重视。2020年末，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为 2021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

了部署，其中两次提及了“卡脖子”

问题。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补齐

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

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

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

多独门绝技。

通过并购等方式，跨国种业巨

头已经开展了与中国的合作。

农业巨头先正达集团中国总

裁、党委书记覃衡德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先正达中

国正在研发高蛋白、高氨基酸含量

的大豆种子，该专利可以在未来带

来可观的专利费用，以弥补大豆进

口所花费的资金。

“在种业方面，跨国公司已经

形成了垄断和影响力，他们的种业

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中国企业

如果想发展种业可以先寻求合作，

随后加大研发力度转化为自身的

技术，并在适当的时机下，实现种

业出口。自己掌握种业技术才是

最安全的。”张翼表示。

农业农村部在传达学习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

要准确把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把粮食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继续挖掘土地潜力

刚刚过去的2021年，从粮食到

农资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波动。

正在冬休的农民、土地和农机正在

面临着周而复始的选择问题——

2022年应该怎样做？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

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近两年农业

领域最受关注的改革问题。

中国人多地少，耕地的质量总

体不高，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

示，中下等质量的耕地占到 70%左

右，后备资源不足。

加上光温、水土时空分配不均，

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减灾能力

还不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是巩固和提升粮食安全生产能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和紧迫任务。

2021年以来国家已经多次出台

政策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21年

9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

2021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

桃林回答《中国经营报》记者提问时

表示，“东北黑土地保护是整个耕地

保护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

长郭永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黑土地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耕

地资源，是耕地中的“大熊猫”。实

施好黑土地保护工程，是我们的一

项重要任务。

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促进土地流转

从规模化经营的角度而言，

土地依旧具有巨大潜力。“当务之

急是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大型农

户土地种植面积，降低成本，形成

规模化种植。”张翼表示。

张翼回忆，“见证过上世纪 80

年代之初农村体制改革的人都知

道，当初的土地经营权分配，实际

是在将整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划

分为好地、中等地和差地，或者划

分为川地和山地等类别的情况下，

一家一户呈块状完成承包过程

的。正因为如此，每户的土地被分

割在不同的区域，几块是好地，几

块是中等地，几块是差地。土地分

布非常零散，就很难实现规模化种

植。你家种玉米，他家种小麦；这

家在收割，那家在播种，不一而

足。因为单块土地的面积是很小

的，有些面积可能一亩多，有些两

亩多，人口越稠密的地方，土地就

更小，农机开不进去。农业现代

化的推广受到很大的限制。”

他认为，土地的小块经营很

难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因此也不

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更

加集约，粮食种植的效率正在提

高，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

定的差距。”张翼表示。

种业“芯片”寻突破

通过并购等方式，跨国种业巨头已经开展了与中国的合作。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更加集约，粮食种植的效率正在提高。”

“东北黑土地保护是整个耕地保护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央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