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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稳稳1144亿亿人人饭饭碗碗

中中国国如如何何打打造造
1100月月1166日日是是世世界界粮粮食食日日，，

今今年年中中国国粮粮食食安安全全宣宣传传周周的的主主
题题是是““保保障障粮粮食食供供给给 端端牢牢中中
国国饭饭碗碗””。。作作为为拥拥有有1144亿亿人人口口
的的大大国国，，中中国国人人的的““饭饭碗碗””问问题题
事事关关全全球球粮粮食食安安全全。。到到如如今今，，
中中国国的的人人均均粮粮食食占占有有量量为为448833
公公斤斤，，已已高高于于世世界界平平均均水水平平。。
中中国国是是如如何何““端端稳稳饭饭碗碗””、、如如何何
打打造造““大大国国粮粮仓仓””的的？？

确保连年丰收

民以食为天，中国始终将
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全力抓好粮食生产。近
年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频发的
极端天气，中国对粮食安全的
重视程度进一步“加码”。

在此前“米袋子”省长负责
制基础上，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压实各地保障粮食
安全主体责任，着力稳定粮食
生产面积，推动发展农业科技。

当前，我国粮食总产量已
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
上。2021年，粮食产量创历史
新高，达到13657亿斤，人均粮
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
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
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
度显示，全国秋粮已收获9.31
亿亩，完成71.3%，进度同比快
2.6个百分点。当前，各主产区
正抢抓农时，加速推进秋粮
收获。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收获
过七成；黄淮海地区过七成半；
西北、西南地区均过八成；长江
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过五成半。

在山东省乐陵市杨安镇千
都苑新村农田里，无人驾驶玉
米收割机、旋耕播种机、深松机
正按照规划设计进行秋收秋
种。“用无人驾驶收割机，不到
一个小时就把十亩玉米收完
了，相比以往节省了不少人力
和时间成本，收入也大幅增
加。”种粮大户李现伟说。

“今年玉米收获期间，机
收减损率下降了3%，87万亩

玉米可增收17000吨。”乐陵市
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副主任范红军介绍说，在粮食
生产耕、种、管、收各个环节，
通过大力推广高端、高效、智
能、精细化作业的农机装备，
大幅提升了作业的质量和作
业的标准。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
查，今年山东秋粮生长期内雨
水充沛、光照充足，土壤墒情适
宜，长势良好，秋粮丰产丰收在
望。“截至10月13日，全省秋粮
收获5345.6万亩，收获面积达
81.6%。”相关负责人说。

做到“手中有粮”

抓好粮食生产、取得连年
丰收的同时，中国对粮食储备
高度重视，全力打造“大国粮
仓”。

当前秋粮收购正由南向北
陆续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表示，
随着秋粮收获进度不断加快，
新季秋粮正在陆续上市。据调
度，目前主产区普通品种三等
中晚稻收购价格基本在1.29元
/斤上下，与往年价格大体
相当。

记者从中储粮集团获悉，
目前，江苏、安徽两省已率先启
动2022年秋粮最低收购价收
购。今年，中晚籼稻和粳稻最
低收购价格同比均上调0.01元
/斤。“中储粮联合有关单位已
准备2200多个收储库点、5700
多万吨仓容，确保‘有仓等粮、
有人收粮、有钱买粮’。”中储粮
集团公司购销计划部副部长范
军介绍说。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中国粮
食储备规模和品种结构布局更
趋合理。规模上，中央储备规
模保持稳定，地方储备规模进
一步充实。品种上，政府粮食
储备品种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超
过70%。

据官方统计，从库存来看，
中央储备粮规模保持稳定，地
方储备粮能够满足产区3个月、
销区6个月、产销平衡区4.5个
月的市场供应，36个大中城市
及市场易波动地区建立了一定
数量的成品粮油储备。全国标
准仓房完好仓容近7亿吨，仓储
条件总体达到世界较先进
水平。

中国加强粮食储备品种规
模、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强了粮
食储备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风
险的能力，真正做到了“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

管好“大国粮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大国粮仓”需
要守好、管好、用好。中国在建
立完善储备体系的同时，还建
立了一套流通、监管和应急保
障体系。

流通方面，积极引导多元
主体入市收购，粮食收购进展
较为顺利，年均收购量在8000
亿斤左右，没有出现大范围“卖
粮难”和粮食抢购现象，产销协
作持续深化，国内循环更加通
畅高效。

监管方面，综合运用法律
手段、科技手段构建违法违规
行为“防火墙”，推动涉粮案件
严查严处，根治粮食领域腐败

问题；连续四年开展中央储备
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
执行情况年度考核，强化内控
治理，坚决守住管好“大国粮
仓”。

应急保障方面，截至2021
年末，全国52983个应急供应
网点日供应能力达到160万
吨，形成由都市区“1小时”、周
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
时”构成的“全国粮食135应急
保障圈”，有效应对疫情大战大
考，确保粮食持续稳定供应。

促进全球粮安

近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发
出警告称，全球粮食危机持续
加深，仅在2022年的前几个月
里，全球饥饿人口就从2.82亿
激增到3.45亿，世界可能再次
面临创纪录的饥饿年。

当前全球仍面临着严峻
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在保障
本国粮食安全的同时，积极参
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持续加
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
食计划署等机构的合作，深入
推进粮食领域南南合作，通过
会议研讨、专家咨询、能力培
训、交流互访等方式，与广大
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在粮食
仓储体系管理、产后节粮减
损、促进小农户与市场衔接等
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为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水
平、改善全球营养状况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深化粮食经贸合作，与世
界各国共同保障世界粮食
安全。

“黑土粮仓”
农作物综合利用
不断纵深

秋收进行时，各个主产区
抢抓农时，加速推进秋粮收获。
相应加工工艺、储粮技术不断
迭代更新。

透视玉米“深造之旅”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
饲料作物，构筑起国家粮食安
全的“金色堡垒”。随着消费升
级和技术进步，玉米深加工产
业链不断延伸。

田间地头的金黄玉米经过
收割和脱粒，搭上运输卡车来
到加工厂，开启“深造之旅”。
整车的玉米粒像瀑布一样倾泻
而下，进入地下的输送通道。
第一站先过个“安检”，目的是
把石子、沙土等杂质清理出去，
得到净粮。

接着，玉米粒要在密闭的
钢罐里泡一个“酸性澡”，然后
再经历研磨机和离心机的“千
锤百炼”。这样一来，玉米粒中
的淀粉就被逐步分离出来。呈
乳状的淀粉经过进一步的分
离、洗涤，一部分进入脱水干燥
工序，变成商品淀粉出厂，就算

“提前毕业”了，另一部分则继
续“深造之旅”。

淀粉乳水解为淀粉糖，再
经过发酵与聚合工艺，变成高
分子聚乳酸材料。工人们将聚
乳酸颗粒在高温下融化，融化
后的粘稠液体被注射到各种模
具内。经过冷却，由玉米“变”
成的吸管、刀叉、杯子、盘子等
各种日常用品揭开“面纱”。和
最初的形态相比，现在的它们
身价倍增，市场需求旺盛。

科学储粮有“新招”

秋收时节，如何让农民减
损增收，科学储粮非常关键。
玉米水分高、存放难，过去一般
的做法是等到秋收结束后，直
接随市场价就卖了，还要扣除
相应的烘干费。今年，当地鼓
励农民安装“玉米栈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玉米栈
子”一般3米多高、内宽1.6至
1.8米，由钢管和铁网或聚丙烯
网制成，远远看去如同一栋“迷
你楼房”。收回来的玉米存放
在“玉米栈子”里，既解决了通
风问题，还不用担心存储安全
问题，农民想什么时候卖就什
么时候卖。

本报综合

10月15日，在黑
龙江省拜泉县上升
乡上升村，农民在翻
晒玉米。新华社发

10月15日，无人机在海南省东方市的制种基地喷
洒农药。 新华社发

10月10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