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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今年以来，受极端气候灾害、新冠

肺炎疫情、货币超发等因素叠加影响，

国际粮价攀升，国际粮食供求平衡受

到干扰，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话题备

受关注。为加快推动粮食现代供应链

创新发展，讲好中国粮食故事，“2021
年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

坛”在服贸会期间举行。

论坛围绕“强化供应链韧性，共筑

全球粮食安全”的主题展开探讨。中粮

集团联合粮食供应链跨国公司、知名

企业、专业组织等机构成立“国际粮食

现代供应链联盟”。据了解，该联盟作

为常态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将通过

引导和促进国际粮食行业供应链伙伴

加强交流对话，加强开放合作，共同探

讨推动全球粮食供应链高效协同和资

源的共享机制，促进全球粮食供应链

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世界粮食的总量足以

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但由于现有的

粮 食 系 统 并 不 完 善 ，每 天 仍 有 超 过 8
亿人在忍受饥饿，另外还有 20 亿人口

营养不良。”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

屈四喜说。

“全球粮食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国

强提出，增强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必须

加快建设粮食现代供应链，着力增强粮

食保供稳价能力。要持续增强粮食现代

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抗逆性和协

同性，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不确定

性风险冲击，确保粮食市场供应不断

档、不脱销，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

具体到举措，程国强认为，首先，

要加快推进粮食现代生产体系建设，

加 强 高 标 准 农 田、现 代 种 业、数 字 农

业、动植物疫病防控等基础建设；第二，

强化粮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第三，加

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粮食产业链朝两端延伸，价值链向中高

端攀升 ，利 益 链 向 共 享 协 同 增 效 ；第

四，强化粮食现代供应链建设的科技

创新支撑；第五，提升粮食供应链风险

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高效安全

可控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第六，

深度融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临时

代办张忠军表示，中国一直是南南合

作框架下粮农组织实现农业食品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合作伙伴。过去 10
年，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项目向

东道国转让了大约 450 项实用的农业

技 术 ，在 80 多 个 项 目 现 场 进 行 了 近

300 次试点示范；近 3 万名当地农民和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接 受 了 实 地 培 训 ，100
多万人从中受益。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可以在稳定粮

食供应链和增强其韧性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副

主任安书曼称赞说，近几十年来，中国

在农业发展和加强粮食安全方面取得

重大成就，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正是在采

用农业机械方面取得的快速进展。

“在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每个

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柬埔

寨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钱明光说，中国

是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国，也是柬埔寨

粮食最大出口国。随着 2020 年两国自

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贸易合作前景空

前良好，农产品贸易作为其中重要一

环，对投资者有着前所未有的机会。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

限 公 司 集 团 总 监 涂 长 明 介 绍 ，2020 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 66949 万吨，人均粮食

产量超过 475 公斤，超世界人均粮食 75
公斤。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储备量国

家，中国的储备数量可以满足一年的口

粮消费。中国粮食单产逐年提高，实现

“十三连增”。

在涂长明看来，目前中国粮食安全

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快速提

升，不得不加大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力度

和数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

指出，要坚持立足国内，筑牢粮食供应链

韧性的坚实基础。大力实施国家粮食安

全 战 略 ，全 面 落 实“ 藏 粮 于 地 、藏 粮 于

技”，不断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切实把

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把 14 亿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报北京 9 月 7 日电

疫 情 下 如 何“ 端 好 饭 碗 ”
本 报 北 京 9 月 7 日 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叶 雨 婷）今

天，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通知，就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进行部署。

通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益属性，发展

素质教育，保障教育公平，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坚持登

记路径科学合理、高效便捷，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简化工作程

序，加强统筹协调、部门联动。坚持依法依规、平稳有序，确保存

量课程稳步消化、人员安置妥善合理、财物处置合理合法。

通知明确，对于现有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按照线下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营利

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以及终止培训机构

等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办法予以办理。2021 年年底前完成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

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

营利性机构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

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联合工作组，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统筹协调推进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工作。要建立问责

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

问责，确保工作按期完成。

教育部等三部门：

年底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上接 1 版）
当盲人运动员靠听觉触觉救球，

脑瘫运动员奋力推举，肢残运动员借
助假肢跨越，人们又何尝不能感受到
运动之美、身体之美和精神之美？

参加残奥会比赛的均为业余选
手，离开激烈的赛场角逐，他们的身
份可能是工人、农民、公务员和学生。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训练，在本已
不方便的生活中，主动承受更大压力，

为的不是收获身份和物质利益，而是
一种自我实现。在提倡全民健身、发
展公共体育事业的当下，残疾人运动
员的姿态无疑更加纯粹，也更令人钦
佩。他们用汗水与热血证明：尽管身体
残疾，一样可以为国争光。

年轻一代展现出更多积极乐观、
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东
京残奥会上，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获
得亚军，取得历史最佳战绩，主教练陈

琦本身就曾是一位残疾人运动员，他
说：“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走出家
门，让我们一起来打篮球吧！”正如残
奥会“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所宣示
的，让更多残疾人摆脱肉体与精神的
桎梏，才是残奥会给予广大残疾人群
体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残疾人保障事
业的健全，更多残疾人出现在社会公
共空间。不少年轻的残疾人凭着一股

“我为什么不如别人”的精气神，与身
体健全的同龄人同台亮相。正值高校
开学季，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
了一名特殊的新生：体重只有 18 公
斤、坐着轮椅、身患 LAMA2-相关先
天性肌营养不良的邢益凡。心怀投身
祖国航天事业的伟大理想，这位“中国
小霍金”未来可期！

赛场上，一幕幕动人瞬间让观众
“破防”；赛场外，更多精彩动人的画

面令人动容。展望未来，作为青年群体
中不容被遗忘的组成部分，年轻的残
疾人同样肩负时代的重任，一样大有
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残疾青年奋力
参与社会生活、为社会发展作更大贡
献，国家与社会也要关怀关心残疾人，
进一步提升适残化水平，在残疾青年平
等就学、就业和公共活动方面提供更多
扶持，让残疾人群体真正过上有尊严、
有希望的生活。

（上接 1 版）其中一部分利用老厂房工业遗存改建为设计园

区，供设计师办公、展览，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空间。

服贸会期间，张家湾设计小镇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发起“瞻星计划”，网罗 80 后、90 后青年设计师，搭

建 面 向 未 来 的 创 新 创 业 平 台 ， 为 设 计 小 镇 注 入 发 展 活 力 。

“每一名青年设计师，都是一颗闪亮的星。”“瞻星计划”负

责人盖鄚说，该计划前期已有 120 多家建筑事务所和个人设

计师加入，主展场地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分

展场地西单更新场都将成为展示“瞻星计划”青年设计师作

品的舞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全

胜表示，通过服贸会和“瞻星计划”，就是想挖掘优秀的青

年 设 计 人 才 。“ 把 这 些 年 轻 人 的 能 量 汇 聚 起 来 ， 给 他 们 机

会，让他们作出贡献。”

服贸会既是具体产品与技术的展示舞台，也是智力和人

才培养的契机，而在数字服务业和数字贸易中，青年人才的

培养也非常重要。

德勤中国副主席、金融服务行业领导合伙人吴卫军表

示，推进数字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尤其是既懂

专业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符合要求的专业人才非

常稀缺。成为优秀的专业人才需要长期学习和历练，不仅要

有良好的专业教育、培训，还需要在专业领域历练“1 万个

小时”才算成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还远远跟不上需求。

吴卫军介绍，从 2011 年至今，德勤在中国内地一共招

聘 两 万 多 名 应 届 毕 业 生 ， 同 期 还 提 供 了 3.7 万 多 个 实 习 岗

位。以培训学习、职业发展和资源共享为主的德勤 （中国）

大学也已落户北京怀柔，将从 2023 年开始投入运营，预计

每年将为国内外 1.5 万名青年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

青年站在服贸会“C 位”

本报北京 9 月 7 日电（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张曼玉）今天，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

副司长米锋宣布，截至目前，全国

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

到 3 个。截至 9 月 6 日，全国累计

报 告 接 种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21 亿

1308.3 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

数为 9 亿 6972 万人。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

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郑忠伟呼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做到应接尽接，做到有效降低感染

和感染后再传播的风险，特别是显

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实现对

大众健康的保护。“在历史上，传

染病防控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疫苗

是战胜病毒的有效武器。”

郑 忠 伟 表 示 ， 全 程 接 种 疫 苗

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记住病毒这

个敌人，一旦真的感染病毒，即使

中和抗体的水平较原来已经明显下

降了，人体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

大量的抗体，将病毒迅速清除，从

而降低再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而

且还能有效地防止病情往重症或者

危重症变化。

郑忠伟介绍，我国生产的新冠

病毒疫苗当前主要是灭活疫苗，已

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较大规模人

群的接种。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内还

是国外使用的疫苗，均对预防感染有

一定效果，对感染后的再传播有明确

效 果 ， 对 预 防 重 症 和 死 亡 有 显 著 效

果。当下，病毒变异株，特别是 Del⁃
ta 株广泛流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目前，我国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

开展了 Gamma 株和 Delta 株的灭活疫

苗研究，临床前的研究已完成，部分单

位已经向药品审评中心提交了临床试

验的申报资料；还开展了针对不同变

异株的广谱或多价重组蛋白疫苗的研

究，部分单位也已经向药品审评中心

滚动提交临床试验的申报资料。另外，

开展了针对 Beta 株、Delta 株的腺病毒

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研发工作。

国家卫健委：疫苗是战胜病毒的有效武器

9 月 7 日，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展区秘鲁展位，工作人员正在给伊朗一家

电视台的记者介绍用羊驼绒制作的毛绒玩具。当日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天，也是第三个公众开放日。观

众热情不减，现场人流如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