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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實糧食安全根基 共創人民美好生活

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糧

食 安 全 是 「 國 之 大

者」，保障糧食安全

是一個永恆課題。為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講話精神，助

力「國之大者」，4月

12日，全國政協「調

動種糧農民和糧食主

產區的種糧積極性，

夯 實 糧 食 安 全 的 根

基」雙周協商座談會

在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主持會議。他表
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始終把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
事，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堅持
藏糧於地、藏糧於技，不斷提高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人民
政協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和
中共中央部署要求，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積極為保障
國家糧食安全獻計出力。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糧食安全也是國家安全
和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面對「大國小農」的基本農情，
如何持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確保農民有錢掙？以小農戶經
營為主的基礎上怎樣提高種糧效益？如何鼓勵農業保險產品創
新，提升糧食生產抗風險能力？怎樣科學穩妥建立糧食產銷區
省際橫向利益補償制度保障體系……針對這些問題，與會委
員、專家、種糧大戶代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農業農
村部負責人深入交流探討，為助力農業領域相關政策落實，進
一步夯實我國糧食安全根基建言獻策。

強化政策保障支持進一步鞏固糧食產能基礎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
升行動」，要求「強化藏糧於地、藏糧於技的物質基礎」。近
些年，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穩中國飯碗，全國糧食綜合生
產能力進一步增強。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糧食需求剛性增長，
端牢飯碗還面臨不少壓力，提升糧食產能仍然是首要任務。
就在今年全國兩會結束不久，3月18日至22日，全國政協農
業和農村委員會調研組圍繞「調動種糧農民和糧食主產區的種
糧積極性，夯實糧食安全的根基」主題赴山東省東營市、濰坊
市展開專題調研，與地方職能部門、生產經營主體代表、種糧
農戶深入交流、聽取意見建議。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調研組注意到當前依然存在一些共性問
題需要關注和解決，如糧食產能基礎尚不牢固、產業體系不夠
健全等，也有一些地方上的特殊難題，如東營反映水資源對當
地開展鹽鹼地綜合利用開發的約束問題等。
全國政協常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張桃林結合調研情
況表示，在夯實糧食產能基礎方面，要優化糧食生產布局和種
植結構，適當增加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繼續鼓勵支持在適
宜區推行玉米大豆輪作和帶狀複合種植等科學種植模式，促進
糧食生產與環境保護協同、種地與養地共贏。同時，加快推進
高標準農田和水利設施建設，提升防災減災能力。大力發展農
業新質生產力，加強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深度融合良種
良法良機良田，不斷提高糧食產能水準。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三大主糧生產成本和
收入保險政策、健全農民收益保障機制的工
作作出部署，列入年度工作任務。對此，民
建中央調研組在實地調研中圍繞農業保險實
施過程中出現的情況認真分析，並將思考和
建議帶到會上。

「農業保險作為分散農業生產經
營風險的重要手段，對推進現代農

業發展、保障農民收益具有重要作用。」全國
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副主席孫東生
在發言中建議：「支持鼓勵農業保險產品創
新，建立重要農產品強制保險制度。為開發設
計指數保險、價格保險、產量保險和特色農產
品保險等產品提供政策和技術支持，擴大風險
保障覆蓋範圍。加強農業保險精算模型的研
究、改良和應用，廣泛開展需求分析與風險測
度工作，確保費率厘定科學合理。」
近年來，一些地方打破傳統種植模式，探索
稻漁綜合種養，實現「一水兩用、一田多
收」，糧食效益大幅提升。
結合江西當地的探索實踐情況，全國政協常

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謝茹建議，要進一步加
大力度抓好規範推廣，在發展稻漁綜合種養方
面，相關部門應加強對溝坑設置監管，嚴格落
實溝坑面積佔比規定，嚴守「不改變耕地地類、
不破壞耕作層」底線，堅持優先發展生態共生模式，推進良田良
種良法良機良制融合，加強減肥減藥技術指導，打造綠色有機
稻漁品牌。

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確保農民有掙錢預期
糧價，一邊是百價之基，要讓消費者「買得起」，防止糧
價大漲導致的「米貴傷民」。另一邊是國之大者，要讓農民
「願意種」，農民種糧有錢賺，就要避免糧價過低導致「谷
賤傷農」。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記張合成建議，要
建立預防糧價過度下跌機制，清理抑制糧價上漲相關措施，同
步實施糧價漲跌調控；進一步強化價格支持措施，完善最低收
購價、目標價格等價格保護制度。同時，構建種糧成本收益指
數，主動預警農資價格、糧食價格與種糧利潤關係；探索發揮
大型農資企業直供服務，有效降低燃料、化肥、農藥、種子交
易費用；推進鄉村「農資小鋪」「收糧小販」規模化，為「種
糧小農」讓出收益空間。
會上，有兩位來自基層的種糧代表蓋永峰和蔣祥紅作交流
發言，分別介紹了各自的種田模式、種植現狀、收入狀況，
並從土地流轉金、惠農政策、補貼力度、農技培訓等方面提
出建議。
「解決好『誰來種糧』問題，要按照『誰種糧誰受益』的原
則，探索建立與糧食經營規模相掛鉤的階梯遞增的補貼政策，
並根據種糧成本、災害、價格等建立糧食補貼動態調整機
制。」全國政協委員、雲南省農墾局局長蘇莉認為，要鼓勵有
條件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到高標準農田建設、土地綜合整
治專案並優先向規模化種植地塊傾斜，同時，通過訂單合作、
農產品初加工、倉儲物流、市場行銷等方式，帶動分散小農戶
聯通大市場，共用規模化收益。

完善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實現產銷區共同富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都提出，「探索建立

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
利益補償機制」。這
是我國健全糧食主產
區利益補償機制的重
要舉措。
主銷區對主產區的
橫向利益補償該如何
補償？補償標準是什
麼？會上，多位委員

和專家圍繞這一問題從多角度提出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主席孔昌生建議，以調動產銷區
積極性為政策設計目標，在加大中央財政對糧食主產區縱向轉
移支付基礎上，通過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以利益分
配杠杆調動主產區糧食生產積極性，遏制主銷區自給率不斷下
降趨勢。
「優化橫向補償機制，還應綜合考慮各地實際經濟狀況和對
中央財政貢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程萍認為，長
期以來，中央通過分稅制財政體制和橫向對口幫扶機制有效調
節縮小了區域財力差距，從全國一盤棋來看，建議通過統一規
範的財政體制做好財力調節，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支持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杜
志雄認為，建立公平合理的產銷區利益補償機制，可按照各省
域常住人口數量和人均糧食佔有量標準確定糧食主銷區和產銷
平衡區的糧食缺口，以此確定各地糧食生產責任和利益補償責
任，按照「多調多補、少調少補、不調不補」原則，根據調入
糧食量對主產區進行相關利益補償。
「保護糧食主產區種糧積極性要建立中央縱向補償為主、省
際橫向補償為輔、社會各界捐贈為補的三位一體糧食生產獎補
機制。」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
研究所研究員谷樹忠建議，在完善中央糧食主產區獎補辦法方
面，要持續提高獎勵標準，根據各縣多年移動平均糧食總產，
結合各縣人均產糧與全國人均產糧比值，對各縣綜合排名，對
排名靠前的種糧大縣重點獎補，同時，中央財政對主產區糧食
生產保險予以補助，並鼓勵開展商業性保險。
「鼓勵主銷區與主產區共建糧食生產基地、倉儲設施、加工
園區和行銷網路，支持主產區發展糧食加工業，助推主產區從
『賣原糧』向『賣產品』轉型。」專家代表、農業農村部農村
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建議，推動補償機制措施制度化，為
構建更高層次、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
障體系提供制度保障。
面對大家關心的問題和提出的建議，與會的部委從
加強糧食生產能力、提高農業科技水準、推進種業振
興行動、推動玉米大豆單產提升工程實施、預防糧價
過度下跌機制等多角度一一作出回應。大家的共識
是，要全力以赴保持糧食穩產增產好勢頭。委
員們表示，今後將立足本職和專業領域，發揮
專長，持續圍繞關注糧食安全問題建言獻策，
把豐收的基礎轉化為豐收的果實，推動糧食產
業高質量發展，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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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糧食產量穩步增長。至2023年，已經連續9
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國家糧食安全總體有保障。 （新華社）

◆近年來，一些地方開始探索稻漁綜合
種養，實現「一水兩用、一田多收」，
糧食效益大幅提升。圖為技術員正在示
範田裏捕捉小口鯰魚。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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