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專 題A10

20222022年年55月月272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

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鄭海龍 ◆版面設計：房雍

保
障
國
家
糧
食
安
全

拓
寬
農
戶
收
入
空
間

育
良
種
促
增
產

重
特
色
助
升
值

內地小麥青貯事件發酵後，引發民眾對糧食安全

的憂慮。專家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公開場

合談及中國糧食安全，更指出種子是中國糧食安全

的關鍵。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才能端穩中

國飯碗，才能實現糧食安全。事實上，在中國的農田

中使用中國自己的高產優質糧種，不僅可以提升農戶

的收入，更對國家糧食安全提供積極保障。因此，必

須提高種業科技水平，努力做到種源自主可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任芳頡、李陽波北京、陝西報道

青貯青貯小麥小麥現象透視現象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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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專家表示，將小麥用作青貯飼料
背離了我國當前糧食政策，但若想根本解決相
關問題，除了短期考慮調整飼料配方以應對國
際市場波動外，還需統籌糧食安全、糧食補
貼、糧改飼等相關政策，進一步建立健全小麥
市場交易規則，適當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等。
「站在農戶的角度，部分農民單純因為青貯
小麥收益大於成熟麥粒的收益，遵循『市場規
律』的做法亦無可厚非。我國小麥最低收購價
政策雖已實施近20年，但受農業生產規模種植
效應等因素的制約，佔比最多的小農戶仍難以
靠種地賺錢。」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
教授朱晨表示，為了保障種小麥農戶的收益和
積極性，應進一步建立健全小麥市場交易規
則，適當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改進小麥種植
補貼長效機制（例如參考鼓勵玉米種植的補貼
標準），並加快小麥良種市場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明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市場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在波
動中尋找均衡的機制，任何產品都有可能存在
供需波動。短期看，中國現存在一些玉米供給
不足，養殖企業需要應對。長期看，要發展國
內的飼草產業，改進優質飼料供給結構。
「當前國際局勢複雜，農作物供應風險未達
頂點，大宗農產品價格仍有持續上漲空間。」
朱晨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短期來看，養殖
企業一方面可以考慮調整飼料配方以應對波
動，另一方面可以在需求端利用差異化定價等
市場策略以最大化總社會福利。長期來看，國
家還需統籌糧食安全、糧食補貼、糧改飼等相
關政策，合理規劃農產品布局，通過「農牧協
作」等方式提升奶源地優質飼料自給能力。
此外，還要穩定和提高國內糧食生產，需實
施高標準農田建設。近期中央財經委員會提
到，加強農田基礎設施，進行高標準農田建
設，政府一定要捨得投入。還要通過土地的規
模經營和生產服務的規模經營，降低種植成
本，提高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儘管在小麥、水稻等農作物種源方面，中國的相關技
術已列世界前沿。但相比美國的畝產水平，中國進口依
賴大、且對國人生活影響頗為深遠的大豆和玉米兩種農
作物，仍存明顯短板。受訪專家表示，需要瞄準主攻方
向，在生物技術方面下大力氣，補足相關科技短板。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農業風險管理
研究會會長張紅宇認為，要實現中央提出的「以我為
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科技支撐，適當進口」的糧
食安全觀，把產業安全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
是要補足科技短板。
張紅宇表示，中國進口量大、對外依存度高的農產

品，一個是大豆，一個是玉米。主要問題在於，中國的
兩種農作物單產水平過於低下。他認為，這背後所顯示
的是中美之間的科技差距。他表示，國內大豆單產平均
水平約為130-140公斤左右，而美國的大豆單產平均約
240公斤，中美相差100公斤；國內的玉米單產是420
公斤，美國是 770 公斤，相當於美國單產水平的
55%-60%。「要着重解決大豆產品和玉米產品的單產提
升，一定要在生物技術上下大力氣，做大文章，在這個
問題上絕對不能被輿論左右，一定要瞄準主攻方向。不
能急於求成，但是也絕對不能放緩步伐。」張紅宇說。

（全系列完）

為世界糧食安全
貢獻中國價值

小麥青貯事件發酵後，網絡有一種聲音認為，用
高於糧食的價格出售還未成熟的青麥，養殖戶可以
藉此度過飼料危機、農戶可以獲得更多收益，政府
亦可以減少補貼的財政壓力，至於糧食，反正有
錢，隨時可以買，「空談糧食安全」於經濟無益。

但是，且不論將人吃的小麥當做飼料餵食牲畜是否有悖於傳統，單
從國家層面考量，糧食安全也絕非空談，與民眾生活亦息息相關。
畢竟古今中外，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多次曾被作為掠地滅國的
「大殺器」。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曾藉蒸熟的種子，使吳國錯過耕種引發糧
荒，埋下滅吳伏筆。秦王嬴政通過控制金屬，抬高趙國銅鐵價格，
再利用民眾的逐利性，使趙國百姓私鑄成風、荒廢農事，加快了秦
國統一六國的歷史進程。元宋襄陽之戰，元軍斷絕了城內糧草補
給，宋軍雖竭力抵抗六年依然城破。

還有二戰後的美國，1947年把大量穀物以賒賬的形式提供給法國和
意大利，只為避免兩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1974年又藉小麥援助，要
求埃及參加「和平計劃」停止倒向蘇聯；1971年至1973年對有親蘇傾
向的智利政府停止已延續多年的小麥供應以示懲戒。

還有一個例子。蘇聯在解體前，因糧食進口成本劇升疊加石油外
匯收入大幅下降，以及自產糧食直線下滑，使其1989年糧食缺口達
到近30%，大大加重了其國內不穩定因素和解體的風險。

舉例至此，那些認為有錢可以隨時買糧的論調可以休矣，因為當
你能買到糧食，證明當時國家的糧食是有保障的。老話說，家中有
糧心裏不慌。作為穩定基業的基石，糧食安全於國於民的重要性無
需多言。即便人們總是心懷美好，認為戰爭距離我們還很遙遠，但
歷史告訴我們，若每一頓飯都需仰人鼻息，又何奢談獨立自主和民
族自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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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單產仍低
專家籲列主攻方向

五月的陝西關中平原，微風拂過，麥浪連波。即將收割的小麥，
頂着碩大的穗頭，隨風起伏，空氣中瀰漫着麥子的清香。看着

長勢喜人的「銅麥6號」和「西農928」高產優質新品小麥，陝西省
銅川市耀州區農民李明的臉上，抑制不住莊戶人的喜悅。「人勤天幫
忙，再有幾天就能收割了，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按照李明的估
算，高產麥今年畝產能達到600多公斤，連續兩年畝均增產50斤到
60斤，這也意味今年家裏又多了一筆收入。「如果按每斤1.5元（人
民幣，下同）的價格，除了留夠全家人吃的，收入還不錯。」

科技助力小麥畝產逐年提升
小麥是世界上總產量第二的糧食作物，在全球約有40%人口以之為
主糧。中國作為全球小麥第一生產和消費大國，公開數據顯示，2021
年我國小麥種植面積約3.5億畝，總產量連續13年一直在1.3億噸以
上。在耕地不能有效規模增加的背景下，高產新品種小麥大面積推
廣，是唯一增產方式。
李明家耕作的「銅麥6號」和「西農928」分別是由銅川市農業部

門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培育的高產優質新品小麥，公開信息顯示，
「銅麥6號」在今年3月已通過國家審定，意味着該麥種即將在黄淮
冬麥區大面積推廣。而「西農928」則更早一年，業已開始了大面積
推廣之路。
「這幾年採用了新技術、新良種，小麥產量逐年提升，豐收連年。
比如現在種植的『銅麥6號』和『西農928』。」西安高校教師張旭
東表示，這兩種小麥抗倒性強、長勢壯、抗旱節水，再加上專家都田
間地頭指導科技化種植，連年增產，不僅可以增加農戶的收入，對國
家糧食安全亦有積極保障，僅去年一年，陝西便在全省示範推廣170
萬畝優質小麥，增產2,285萬公斤，增收5,255萬元，「去年『銅麥6
號』試驗田更是實收單產704.6公斤，創下陝西省百畝高產攻關田截
至目前單產最高紀錄。」

「六色小麥」產值增加驚人
除繼續培育高產新品，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的專家們還將目光瞄向
了備受關注的彩色小麥。目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已培育出黑、紫、
紅、藍、綠、白六色小麥。不僅麥粒顏色賞心悅目，還蘊含不同營養
特性。如富含鐵鋅的黑色小麥可預防貧血，藍色小麥花青素含量高可
抗衰老。 2021年，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橋陵鎮東場村種植了100多
畝黑小麥，原麥價格不僅比普通小麥高出一半，深加工後的黑麥仁產
值達到驚人的40萬元。今年的陝西省興平市阜寨鎮北八一村的麥田
裏，一種應用了中醫農業技術的「富硒小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該小麥通過噴灑含硒葉面肥，應用生物營養強化技術，使小麥的硒、
鈣、鋅等有益微量元素提高，同時提高小麥植株抗病能力。富硒小麥
不僅富含豐富有機硒、鋅、鐵、蛋白質等營養物質，同時比常規小麥
畝產增長8%，公斤價更比常規小麥要高出1元以上。

◆每年在西安舉行的絲綢之路博覽會上，陝西培育的小麥新品均成為海內外
關注的焦點。 受訪者供圖

目前，我國已建立了超級稻、矮
敗小麥、雜交玉米等高效育種技術體
系，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佔比超
過95%。所種植的水稻、小麥、大
豆全部為自主品種，玉米自主品種佔
90%以上。水稻、小麥兩大口糧作物
品種100%自給，農作物良種覆蓋率
達到96%以上，良種對糧食增產貢
獻率超過45%，實現了糧食生產基
本用中國種子。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
間裏，關中平原小麥畝產均在百斤左
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一直非常
重視改良糧食作物種子，趙洪璋、袁
隆平等一系列農業育種專家先後湧
現，他們通過自身鑽研與選育，不斷
提升了農作物的畝產價值，降低農作
物對區域自然環境的依賴，為擴大農
作物種植面積，進而保護世界糧食安
全，加裝了一道來自中國的「保
險」。

國產優質麥種深受農民信賴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各級政府的重視

和努力下，關中小麥畝產才開始接近
200斤。「大概到了1985年，關中的
小麥平均畝產達到了334斤，當時所
有人歡欣雀躍。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
至今，小麥的畝產每隔一段時間都要
再創新高。」陝西銅川農戶李明說。
多年種植高產優質新品小麥，且

年年畝產都有攀升的李明無比信賴國
產的優質小麥種，「西農和楊凌在小
麥遠緣雜交與染色體工程育種、雜種
小麥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居於全
國甚至世界領先地位。而小麥基因組
研究的不斷突破，更是為未來培育更
完美小麥奠定基礎。」李明說。

截至目前，僅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先後培育出優良小麥品種60多個，
累計推廣面積18億畝，增加產值超
過2,000億。我國小麥主產區黃淮麥
區6次更新換代，西農主導4次。張
旭東老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新的
小麥品種、種植方法，不僅從陝西關
中走到全國，更是沿絲綢之路回溯至
小麥最初傳入中國的中亞地區。

更多糧食增產方案來自中國
除小麥外，更多來自中國農業科

研人員的研究，將向世界提供來自中
國的糧食安全新方案。如已故中國工
程院院士、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團隊
早前研發的海水稻，將鹽堿荒灘等傳
統非農作物種植區的糧食種植成為可
能，並保障了穩定的基礎畝產量。
另據新華社報道，上海市農業生

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學家羅利軍團隊日
前亦發現了一個能讓水稻更抗旱的基
因OsRINGzf1，該基因通過減少細
胞上的水分通道來減少細胞失水，提
高植株在乾旱條件下的保水能力。成
果在線發表於植物學國際知名期刊
《植物生物技術雜誌》。論文第一作
者、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與華中
農業大學聯合培養博士陳守俊介紹，
在乾旱條件下超表達該基因的水稻產
量比對照組高10%以上，從而減少
乾旱帶來的產量損失。報道稱，羅利
軍團隊自20世紀末在全世界範圍內
收集水稻種質資源，在我國建成水稻
功能基因資源庫，建立節水抗旱稻理
論與育種體系，以「旱優73」為代
表的節水抗旱稻新品種在生產中大面
積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