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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婉

解决结构性短缺问题要树立“大
食物观”，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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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日

前发布警告，在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冲突、

疫情持续的多重打击下，2022 年 2 月全球

食 品 价 格 指 数 平 均 为 140.7 点 ，同 比 增 长

24.1%，创历史新高，38 个国家的 4400 万人

正在饥荒边缘徘徊。

为应对此次危机，乌克兰、匈牙利、阿

根廷等国相继出台粮食出口禁令，还有部

分国家正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粮食，欧

盟也在酝酿史上首个农业危机处置基金，

总规模达 15 亿欧元，并计划腾出近 400 万

公顷的休耕地种植农作物。作为拥有 14 亿

多人口的大国，如何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全球性粮食危机或将来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

英认为，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劳动力

短缺、食品供应中断及交通运输成本上升

等因素，影响到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而俄

乌局势的持续紧张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

对全球粮食供应体系造成较大冲击，使国

际粮价出现大幅波动。

穆月英给出一组数据：截至 2022 年 2
月 ，从 月 度 环 比 价 格 指 数 来 看 ，国 际 市

场 中 玉 米 和 大 豆 半 年 来 价 格 持 续 上 涨 ，

月 平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5.23% 和 5.61% ，且

大豆价格波动剧烈，近 3 个月的平均环比

上 涨 率 约 为 10%，而 小 麦 今 年 2 月 比 1 月

上涨了 22.7%。

凭借着肥沃的黑土地，乌克兰与俄罗

斯被誉为“世界粮仓”之一。穆月英指出，俄

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的

葵花籽油出口量则位居世界第一，两国小

麦的出口量约占全球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2021 年，两国葵花籽油的出口量约占全球

出口量的 80%。

据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门预测，由于俄

乌冲突乌克兰全境 播 种 面 积 可 能 会 减 少

30%。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称 之 为 一 场“ 前 所

未 有 的 ”粮 食 危 机 ，俄 乌 冲 突 使 很 多 国 家

难 以 获 得 小 麦 和 谷 物 的 正 常 供 应 ，该 状

况 在 未 来 一 年 至 一 年 半 之 内 将 更 加 严

峻 ，或 将 危 及 全 球 数 以 百 万 计 民 众 的 粮

食安全问题。

包括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在内的中低

收入国家最依赖俄、乌两国的粮食供应，受

到的打击将尤为严重，比如黎巴嫩一半以

上、突尼斯 42%的进口小麦来自乌克兰。近

段时间以来，多国限制出口、相互制裁，更

是引发市场担忧，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的 小 麦 均 价 ，已 经 从 2021 年 的 6.93 美 元/
蒲式耳涨至超 11 美元/蒲式耳。

另一方面，穆月英分析，石油天然气作

为农资中化肥农药的主要原料，俄乌冲突

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暴涨，意味着粮食生

产成本剧增，这对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带

来了直接冲击。数据显示，俄乌冲突以来，

一些肥料的涨幅高达 40%，给全世界种粮

农民带来农资困扰，同样给中国粮食供应

安全带来挑战。

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

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让结构性短缺

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其中大豆对外依赖程度过高情况严重。据

中国海关统计，2016 年以来，中国每年大

豆进口量约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 60%。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大豆产量

为 1640 万 吨 ，相 当 于 同 年 大 豆 进 口 量 的

17%，大豆油料自给率较低。

进 口 大 豆 主 要 用 于 榨 油 和 做 饲 料 蛋

白，旨在弥补结构性短缺、优化供给结构，

是一种必要调剂，但是根据近期国际大豆

供应趋紧情势来看，“要解决中国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不能过度寄希望于国际市

场，以内为主将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

始终坚守的底线。”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副教授、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

院研究员李天祥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央一号文件和

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均明确要求提高大豆

和油料产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农业农村 部 部 长 唐 仁 健 指 出 ，要

下 大 力 气 调 整 结 构 问 题 ，下 大 决 心 扩 大

大 豆 和 油 料 的 生 产 ，积 极 恢 复 东 北 地 区

的大豆种植面积，“能多种一亩是一亩，多

收一斤是一斤，‘油瓶子’里尽可能多装中

国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

授郑风田表示，今年国家重点在做两大准

备，其一就是在全国 16 个省份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1500 万亩以上，

采用大豆带与玉米带间作套种，充分利用

高位作物玉米边行优势，扩大低位作物空

间，实现作物协同共生、一季双收、年际间

交替轮作，有效解决两者的争地问题。

唐仁健表示，目前全国试点试验的种

植面积已达 700 多万亩，种植模式和种植

技术已基本成熟，今年将强化品种、农机农

艺配套方面的服务。与玉米净作相比，每亩

玉米产量相当，但可增收大豆 100-150 公

斤，大豆还有固氮培肥功能，每亩地可减施

纯氮肥 4-6 公斤。

近 日 ，在 黄 淮 海、西 南、西 北、东 北 等

地，相关部门及农技人员已经开始抓紧落

实，教农民学习农机农艺以做准备。江苏省

坚持“一县（场）一策略”思路完成国家下达

的 60 万亩推广任务；黑龙江省明确原则上

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

200 元左右；吉林省建立大豆扩种示范县、

高产示范县，力争大豆种植面积比去年增

加 80 万亩以上。

郑风田强调，解决结构性短缺问题还

要树立“大食物观”，即从更好满足人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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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的 中 央 一 号 文

件，把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

在首要位置，其中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加

快扩大牛羊肉和奶业生产、提升渔业发展

质量等方面的部署，就是“大食物观”的一

个具体体现。

中国有底气应对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针对

俄乌冲突、全球性粮食短缺，穆月英认为，

中国有底气打赢这场粮食“保卫战”。郑风

田同样表示，俄乌冲突对于中国粮食而言

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国际粮价波动

对我国影响有限，还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这

份底气从何而来？

“ 手 中 有 粮 ，心 中 不 慌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我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13657 亿 斤 ，比

2020 年 增 产 267 亿 斤 ，粮 食 生 产 喜 获“ 十

八 连 丰 ”，我 国 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连 续 多 年

高于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

粮 自 给 率 达 到 100%，让“ 禾 下 乘 凉 梦”近

在眼前。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央和地方就在

不 断 完 善 粮 食 储 备 ，提 高 粮 食 有 效 仓 容 ，

以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目 前 ，中 储 粮 在 全国建

立起了 980 多个直属库和分库，覆盖全国

90%的地级城市和 13 个粮食主产区 95%的

县，总仓容、罐容超过 1 亿吨，占全社会仓

容的五分之一，构筑起“大国粮仓”的储存

和调控网络体系。

国 家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新 闻 发 言

人 秦 玉 云 日 前 表 示 ，国 内 粮 食 库 存 一 直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调 控 物 质 基 础 十 分 扎

实 ，除 充 足 的 原 粮 储 备 外 ，目 前 36 个 大

中 城 市 及 市 场 易 波 动 地 区 成 品 粮 油 库

存 保 障 能 力 都 在 20 天 以 上 。总 体 上 看 ，

涵 盖 加 工 、供 应 、配 送 、储 运 的 粮 食 应 急

保 障 体 系 基 本 建 立 ，截 至 目 前 ，全 国 共

有 粮 食 应 急 加 工 企 业 5507 家 、粮 食 供 应

网 点 45939 个 。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我国长期高度重

视农业发展的政策，比如中央已经连续出

台 19 个 指 导“ 三 农 ”工 作 的 一 号 文 件 ，与

国 际 粮 食 市 场 波 动 相 比 ，我 国 粮 价 近 年

来 总 体 保 持 平 稳 ，在 合 理 区 间 内 小 幅 波

动 。“ 以 国 内 稳 产 保 供 的 确 定 性 ，应 对 外

部 环 境 的 不 确 定 性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考察农业农村

部时指出。

在保障今年的粮食种植方面，去年受

极端天 气 的 影 响 ，我 国 冬 小 麦 晚 播 半 个

月 左 右、苗 情 长 势 非 常 复 杂 ，但 是 夏 粮 生

产 也 有 一 些 有 利 条 件 。唐 仁 健 曾 表 示 ，有

信 心 夺 取 夏 粮 丰 收 ，确 保 今 年 粮 食 产 量

保 持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 。近 日 ，中 央 财 政

还 下 达 200 亿 元 资 金 ，对 实 际 种 粮 农 民

发 放 一 次 性 补 贴 ，缓 解 农 资 价 格 上 涨 带

来 的 种 粮 增 支 影 响 ，稳 定 农 民 收 入 ，调 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

3 月 25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财 政 部 明 确

2022 年 粮 食 生 产 重 点 工 作 及 综 合 实 施 奖

励、金融等一揽子支持政策，要求各地全力

以赴保夏粮小麦丰收，千方百计扩种大豆

油料，紧盯不放做好农资稳价保供，毫不松

懈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日前，在国家发

展 和 改 革 委、财 政 部 等 部 门 统 筹 安 排 下 ，

2022 年度第 1 批 300 多万吨春耕肥储备已

经开始向市场投放，后续还有大量储备化

肥将陆续投放市场。

国际粮食市场动荡，中国从容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全球天

气持续变暖，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

呈现多发、并发态势，给火灾预防和扑救工

作带来极大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森林火灾高发期。应

急管理部公布的 3 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

势 显 示 ，3 月 ，全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气 温 较 常

年同期偏高，南北多地森林火险形势较为

严峻。那么，如何遏制火灾高发势头？一旦

发生火灾，如何安全高效地“打早、打小、

打了”？

我国正在从多方面发力破题。该内容

也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

出，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

做好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

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

3 月 17 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召开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森林草

原火灾发生。

火源管控难度升级

2022 年春夏季，我国森林草原火险形

势总体接近常年，但今年全国平均气温偏

高，局部地区阶段性气象干旱，需重点关注

部分地区高温伏旱和大风等极端天气引起

的高火险时段。

据了解，为有效应对各类森林草原火

灾，应急管理部部署森林消防队伍常态保

持 18530 人全时在位备勤，南方、北方航空

护林总站落实飞机布防 20 个省份，发现火

情及时高效处置。今年以来，全国森林消防

队伍累计出动 1.08 万人次、车辆 840 台次，

在 47 个地（市）、101 个县（区）、232 个重点

林区景区开展防火专项行动，收缴火种 1.1
万余个。

“近年来，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导致森

林火灾的突发性和扑救难度不断增加。”四

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副总队长程成介绍说，

2022 年 ，四 川 省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形 势 依

然 十 分 严 峻。今年，四川省平均气温较常

年 同 期 偏 高 0.5 摄 氏 度 左 右 ，而 省 内 多 地

的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同 期 略 偏 少 。其 中 ，川 西

地 区 被 称 为“ 火 窝 子 ”，3-5 月 ，甘 孜 州 南

部、凉山州中西部、攀枝花森林草原火险气

象等级为 4-5级。

春季，我国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局部

地区火险等级较高，华中、华东部分地区气

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火险形势较为严峻。

整体来看，引发我国森林火灾的因素

是多重的。其中，传统的丧葬、祭祀等民俗

用火，烧荒、炼山等农事用火，林牧区生活

用火等火灾隐患依旧很大；随着全域旅游

成为潮流，人林共处的时间增加，火源管控

难度升级，防控工作点多面广线长的新挑

战日益突出。

管住人、看住山、防住火

当前，四川省已全面进入森林草原防

火紧要期，下达了新年度“最严防火令”。

程成说，从去年以来，四川森林防灭火

工作更多地从过去“被动扑救”向“主动预

防、打防并举”转变。

“ 尽 最 大 努 力‘ 管 住 人、看 住 山、防 住

火’。”程成说，在重要时间节点，四川省每

日 将 派 出 500 余 名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在 攀 枝

花、阿坝、甘孜、凉山的 35 处高危火险区开

展防火宣传、携装巡护、设卡检查等防火勤

务，并派出工作组到重点火险县开展防火

督查，指导各地做好火灾防控工作，堵塞防

火漏洞。

3 月 初 ，云 南 省 森 林 消 防 总 队 一 季 度

野外驻训也全面展开，通过模拟实战，提升

核心能力。

1 月 以 来 ，福 建 省 森 林 消 防 总 队 龙 岩

支队漳州大队利用“技防”手段开展森林防

火踏查，可以及早发现隐患，尽力将火灾扼

杀在摇篮中。

今年，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以更实

的举措强化源头管控，严肃查处森林草原

火灾案件，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与此同时，扑救队伍也进入全面备战

状态。程成表示，作为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力

军和国家队，要始终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

局面做准备，平时加强基础训练和野外实

战训练，不断提升技能；执行任务中，要英

勇顽强，敢于赴汤蹈火，用过硬的技战术最

大限度降低火灾隐患。

物防也是森林防灭火的重要一环。据

悉，四川省累计安排了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 20.67 亿元，新改建的防火通道 1.7 万

公里，全省新建消防水池 2.5 万个，新开设

的防火隔离带 4.6 万千米。其中，在防火任

务最重的凉山州，新改建的防火通道达 1.4
万 千 米 ，新 开 设 的 防 火 隔 离 带 达 2.2 万 千

米，新建消防水池蓄水池 2.4 万口。

进入防火紧要期以来，每天有 281 名

消防救援人员在四川 13 处重点地区开展

防火执勤。并且，还向高火险区派队伍进行

靠前驻防，一旦发生火情，救援人员能第一

时间进行扑救。

“三先”到“四先”

人们普遍关注森林消防队伍在为民逆

行时，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

程成表示，对此，四川省专门制定了扑

救“安全观”，即在发生火灾时，扑救不能一

味强调速战速决，还要强调通过统一指挥、

专业指挥、分级指挥，坚持科学扑救，安全

第一。四川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大队长

高吉勇谈到，这两年，四川一直在加快提高

扑火队伍的安全高效扑救能力，其中，“安

全”一词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今年，四川省的打火要求正式由“三先

四不打”升级为“四先四不打”，“四先”分别

是“火情不明先侦察，气象不利先等待，地

形不利先规避”，新增的是“植被不利先隔

离”，即如果火场的植被非常茂密，先选择

合理的地方开设隔离带。

这是根据四川特别是凉山、甘孜、阿坝

等高火险地区的植被特性总结出的经验。

高吉勇解释，凉山的植被主要是以云南松

为主，甘孜和阿坝以青冈林为主，青冈林是

阔叶林，地下腐殖层很厚，一旦燃烧，可以

从地下的腐殖层燃烧至树干甚至到树尖，

形成立体的燃烧。如果扑火队员这时进入

山林，将受到很大的威胁。

高吉勇几乎参与了近几年四川所有的

大型火灾的救援工作，他对去年“4·20”冕

宁这场森林火灾印象尤为深刻。考虑到安

全问题，在进入火场前，救援队经过研判，

提前开辟了紧急避险区域。今年 2 月以来，

四川相继发生两起森林火灾，比往年同期

明显下降。并且，与往年相比，火灾的扑灭

速度也更快了。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关键要守

住第一道“防线”。去年，应急管理部联合相

关部门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

行为专项行动、林牧区输配电设施火灾隐

患 专 项 排 查 治 理 活 动 等 ，2021 年 祭 祀 用

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炼山造林、输配电

故障、野外生活用火等引发火灾次数与近

5 年均值相比，均实现了下降。

当前，我国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仍面

临严峻复杂形势。各地正在严密落实火源

管控和火患治理责任，并从以往的森林草

原火灾中吸取教训，将防火举措落实到行

动上，加强宣传警示教育，切实营造全民防

火、全民监督、全民行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林火形势严峻 我国正全力破题

本报哈尔滨 3 月 28 日电（中青报·中

青 网 见 习 记 者 韩 荣）3 月 28 日 凌 晨 3 时 ，

一辆辆满载蔬菜的货车从辽宁、山东寿光

等地陆续抵达哈尔滨市，车上的蔬菜也很

快通过零售商店送到了市民的餐桌上。

3 月 27 日，因疫情影响，哈尔滨哈达

农产品批发市场暂停营业，随即引发了哈

尔滨市民的担忧。

3 月 28 日上午，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哈

尔滨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耿国林表示，作

为哈尔滨市 3 个大型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之

一，哈达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量占据全市

份额较大。疫情发生后，哈尔滨市商务局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货源组织和

市场保供工作。

据 介 绍 ， 为 了 保 障 市 民 的 “ 菜 篮

子”，哈尔滨市商务局已经协调龙园、润

恒两大批发市场及大型超市新增进货量，

基本可以弥补因哈达市场暂停营业造成的

蔬菜水果供应缺口。

同时，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哈尔滨

市商务局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

市 民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 稳 定 菜 价 。“ 目 前 ，

哈尔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完全可以保障全

市居民基本消费需求。”耿国林表示，哈

尔滨市政府从今天开始向 6 个主城区哈尔

信、比优特、家得乐、家乐福连锁超市，

共 17 个 点 位 ， 投 放 土 豆 、 洋 葱 、 萝 卜 、

胡萝卜等菜品，共计可投放 2500 吨市级

储备蔬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疫情发

生后哈尔滨市中央红生鲜采购体系联系了

源头直采基地紧急调货，使产地供货量增

加一倍。“从 3 月 27 日起加大采购，量翻

了一倍，27 日采购约 60 吨。”中央红生鲜

经理高靖介绍，加大进货量的品种有娃娃

菜、 菠 菜 、 生 菜 、 油 麦 菜 等 ，“ 品 种 多、

数量足、价格稳。”

同 时 ， 大 润 发 超 市 也 在 加 强 货 源 组

织、调运力度，紧急与山东、辽宁、河北

直采基地联系，加大蔬菜日供货量。据大

润发东北区总经理孟令辉介绍，3 月 28 日

凌晨，满载 30 吨黄瓜、西红柿等 20 余种

蔬 菜 的 两 台 大 货 车 已 从 山 东 发 出 ， 预 计

28 日 16 时左右抵达哈市，也将很快进入

门店。

针对蔬菜的运输问题，高靖表示政府

部门建立了蔬菜运输绿色通道，运输车辆

一路通行便利、顺畅。他介绍，后续仍有大

批外省蔬菜抵达哈尔滨，从“地头到餐桌”

渠道畅通，保障哈尔滨市场平价菜供应。

哈尔滨：一家大型蔬果市场暂停营业之后

3 月 25 日，在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老口村，农民在稻田间劳作。随着天气回暖，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生产，大江南北一派春日农忙景象。

喻湘泉/摄（新华社发）

云南文山：古树春茶开采
制茶师杜岑在制茶 （3 月 27 日摄）。

3 月下旬，云南各地迎来采茶季。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法斗乡，3 万余株古茶树

新芽萌发，茶农采摘繁忙。近年来，随着上海援建资金的注入，法斗乡古树茶产业加工提质增效，

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古树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采摘明前茶
3 月 27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塔山瑶族乡塔山村，茶农在采摘明前茶 （无人机照片）。

清明临近，各地茶场进入明前茶采摘的忙碌时期，茶农抓紧时间采摘、加工、制作新茶，供应

市场。 周秀鱼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