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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于文静）今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粮食
安全问题热度不减。近期南方洪涝影响粮
食生产，夏粮收购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再次让人们关注粮食。在农业农村部 26 日
举行的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一系
列关于粮食的热点话题。

一问：秋粮丰收有保障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
增加 24.2 亿斤，早稻增加 20.6 亿斤，为全
年粮食丰收赢得了主动。秋粮约占全年粮
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当前生产形势如何？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表示，今年秋粮丰收有基础。在市场拉动和
播种期间墒情好的情况下，秋粮面积达到
12.84 亿亩，增加了 500 多万亩。当前秋粮
长势总体正常，东北的玉米前期授粉和灌
浆不错，大豆已经鼓粒，水稻已压穗，除了
前段时间个别地区受旱、长势偏差，其他地
方长势比较均衡，丰收在望。同时，黄淮海
和西北的玉米长势不错，西南和华南的水
稻长势总体正常。

“农谚讲‘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
定收成’。目前距秋粮收获还有 40 天左右，
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灾害多发期。夺
取秋粮丰收还要过秋旱、台风、病虫害、北
方早霜和南方寒露风的关口。”潘文博说，
要落实后期田管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
的好收成，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

二问：夏粮丰收为何收购量减少？

今年夏收小麦上市后，收购量比去年
同期有所减少，山东等地小麦价格持续上
涨。如何看待收购量和价格变化？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
说，今年夏粮已获丰收，其中小麦产量增长
0.6%。新麦上市后，湖北、安徽、江苏、河南
先后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市
场价格稳中走强。

他表示，从当前我国小麦总体形势看，
不需要担心供给问题，价格也不会持续上
涨。主要原因包括小麦连续多年丰产，产需
呈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库存量大约
相当于一年的消费量，而目前价格的变化
具有阶段性特征。

“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明显，部分地区玉
米价格高于小麦，一些饲料企业增加小麦
采购、替代玉米作饲料，市场看涨预期增
强，部分农户和贸易商惜售，进一步推高价
格。”唐珂说，后期随着玉米价格企稳，小麦
价格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8 月份以来
山东等地小麦价格已经止涨趋稳。

近期，小麦收购量受到关注。据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监测，截至 8 月 10 日，主
产区累计收购小麦 881 亿斤，比去年同期
减少 212 亿斤。对此，唐珂表示，小麦收购
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但与近三年
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并且今年主要是政策性收购减少，而市场化收
购进度基本正常。

“近年来优质专用小麦不断发展，优质优价特征日益明显，市
场化收购活跃，越来越成为小麦收购的主渠道。但也要提醒广大农
民朋友密切关注市场行情，警惕一些炒作‘粮荒’的舆论，不要盲目
跟风囤粮，要把握好售粮时机，实现丰产又丰收。”唐珂说。

三问：玉米价格会持续上涨吗？

玉米是重要的饲料用粮和加工原料。今年春节后，国内玉米价
格持续上涨。后期玉米价格是否会继续大涨？

唐珂说，目前东北、华北的玉米平均收购价已分别达到每吨
2150 元和 2400 元左右，比年初上涨约 30%。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调度分析，关于当前玉米市场
形势有以下两个判断：

——价格属于恢复性上涨，大体处于合理区间。随着生猪产能
持续恢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深加工企业开工率提高，
玉米下游需求向好。同时，随着临储玉米拍卖接近尾声，资本炒作
和非理性囤粮加剧，共同拉动玉米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目前，
东北地区玉米价格低于市场价历史高点，仍属于恢复性上涨。粮价
适当上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农民来年种植玉米的积极性。

——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后期价格将逐步趋稳。前期拍卖的临
储玉米将陆续出库，目前库存能满足秋粮上市前后市场消费需求。随
着新玉米上市，加上全球玉米供给宽松，我国玉米及大麦等替代品进
口增加，预计全年玉米市场供给总量充足，价格有望趋于平稳。

“建议各类市场主体保持好购销节奏，不宜持续囤粮看涨。我
们将不断完善政策措施，稳定发展玉米生产，立足国内保障玉米基
本自给。”唐珂说。

四问：洪涝对南方水稻影响大吗？

双季稻包括早稻、晚稻，是重要的口粮品种，占我国稻谷面积
的三分之一，意味着国人三碗饭中有一碗是双季稻。南方洪涝对双
季稻影响大吗？

潘文博说，今年中央明确提出恢复双季稻生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如提高籼稻最低收购价，整合 40 多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加大
对主产区支持。各地压实责任，精准指导。

他介绍说，双季稻的第一季是早稻，目前已经丰收到手。洪涝
影响主要在江西的鄱阳湖和湖南的洞庭湖湖区局部区域，影响有
限，没有逆转早稻增产趋势。今年早稻面积增加了 450 多万亩，扭
转了连续 7 年下滑的势头。

同时，晚稻丰收有基础。今年晚稻生产的特点是抗灾抢插增面
积。8 月中旬晚稻栽插基本结束，面积预计增加 400 多万亩，遏制
了连续 10 年下滑势头。随着雨带北抬，目前晚稻长势总体正常。下
一步，将继续抓好田间管理。

五问：疫情会影响大豆供给吗？

为满足榨油和豆粕饲料需求，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 8000 至
9000 万吨，疫情会影响大豆供给吗？

唐珂说，我国大豆主要进口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今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客观上抑制了大豆需求，加上油价低迷
打压了生物质燃料需求，全球大豆的供给是宽松的，国际市场价格
总体稳定，有利于我国进口。

他介绍说，今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增加，当前价格小幅上
涨。1 至 7 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5514 万吨，同比增加 17.6%。7 月
份，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为每斤 1.62 元，环比涨 1.6%，
同比涨 2.5%。

受食用需求旺盛拉动，国产大豆价格持续向好。据监测，7 月
份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75 元，环比涨 8.2%，同
比涨 51.2%。

唐珂说，从后期走势看，北美大豆陆续丰产上市，预计下半年
我国大豆进口量增价稳，下游豆粕、豆油供应有保障。随着国储拍
卖大豆陆续供应市场，新豆即将上市，预计国内大豆价格将高位
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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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先生，先吃凉
菜再吃热菜能够更好地品味不同美食的风
味，建议凉菜热菜不要混取，可以吃完再来
拿。”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自助餐厅，服务员
提醒客人少量多次取餐以减少浪费。

近日，各地积极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遏制餐
饮浪费行为。

“倡导餐饮节约能够减少食物浪费，也能
让客人形成更文明的饮食习惯，是利国利民
的好事。我们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
指示。”白天鹅宾馆餐饮总监伍德林说。

除了给客人提建议，白天鹅宾馆自助餐
厅自身也通过推出小份菜、将食材边角料“变
废为宝”制成新菜品、采用预约制用餐减少过
量备菜等措施有效减少餐饮浪费。

在热情好客的东北地区，大盘菜是很多
饭店的特色。如今，饭店正在巧妙转型，推出
精致“小份菜”。

午餐时间，在长春一家名为砂唐居的中
式快餐店，十几桌客人正在用餐。一桌客人点
了五花肉酸菜、丸子豆腐等。不一会儿，服务
员端着几个精致的小盘摆上餐桌。用餐结束
后，菜盘里仅剩一点汤汁。

“通过创新改进，东北大锅炖也可以用精
致的小盘装。”饭店老板孙瑞说，小份菜不浪
费，价格便宜，还能让顾客多品尝几道特色
菜，很受欢迎。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由来已久，制止餐
饮浪费其实是转变文化和消费观念的问题。”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说，转变消费观念
很难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立
法，强化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韩旭表示，应广泛开展教育、引导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文化氛
围的基础上，下一步可以考虑进行地方立法，
或通过建立“黑名单”进行惩戒。

制止餐饮浪费，机关单位做表率。多个省
份日前已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机关食堂

及公务接待用餐浪费行为。
山东省潍坊市级机关食堂里，“节俭惜

福、浪费可耻”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文明
督导员”在食堂巡视检查，及时提醒就餐人
员避免浪费。德州市行政中心职工餐厅通
过按需备餐、分批制作、物尽其用、小盘取
餐等方式避免浪费，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
比以往减少了三分之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
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山东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处长周立新
说，党政机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一方面
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自律，做好表率；另
一方面要建立长效机制，健全制度标准，
强化监督检查，建立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成效评估和统计通报机制，把这一工作
纳入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
建内容。

餐饮企业、机关单位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建立长效机制的同时，多地餐饮协会也

发出倡议，号召抵制舌尖上的浪费行为。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出关于

“拒绝餐饮浪费”的行业倡议与实施指引，
号召企业打造新时代节约型、数据型与标
准型餐饮。

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发出倡议
书，倡导推行“N-1”点餐模式，即 10 位用
餐客人只点 9 个人的菜，不够再增加菜品。
倡议书中还提到，餐厅一是要把好点菜关，
提醒消费者适度适量点餐；二是要把好收
盘关，提醒顾客剩餐打包带走，做到光盘不
剩菜。

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长黄履冰
说，倡议发出后，各商家普遍反映泔水量少
了。“过去由于室内空间有限，大量的剩菜
剩饭堆积在路边，一到夏天，臭气熏天。推
行餐桌节约后，各大餐厅的用餐环境问题
也得到了改善。”

（记者张千千、邓瑞璇、杨文、孟含琪、
吴剑锋、董小红）

建立长效机制 制止餐饮浪费
各地积极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见闻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记者赵
文君）餐饮业作为
粮、油、菜的消费终
端，是节约粮食、杜
绝餐饮浪费的重要
一环。如何提升人
们就餐时的节约意
识，以切实的举措
制止餐饮浪费？记
者就此专访了中国
烹饪协会会长姜
俊贤。

姜俊贤说，在
全国很多地方特
别是北方地区，无
论商家还是消费
者都习惯用大盘
大碗上“硬菜”，酒
席是否丰盛似乎
等同于主人的面
子，而“光盘”“打
包”则显得小气寒
酸。这种风气在某
种程度上也异化
为摆阔心理、炫富
心态、攀比行为，
主人裹挟其中，即
便内心不认同，也
不得不随大流。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制止餐饮浪费，需要社会文化心理
上的反思和重塑。”姜俊贤说，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形势复杂，要求我们
充分认识到树立粮食危机意识的重要意
义。要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深入
人心，破除餐饮奢侈浪费的恶俗之风。

“有的消费者认为自己花了钱，浪费就
有理；有的消费者吃自助餐时，认为反正花
了钱，生怕自己吃亏，往往剩下一堆。其实
浪费的是社会资源，不是花了钱就理所当
然的事。”姜俊贤说，制止餐饮浪费一方面
要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勤俭节约的风
气；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必
要的法律手段加以约束。有些自助餐厅提
出“光盘”奖励，剩下食物要罚款，这就是通
过约束机制引导规范消费行为。

“有些外地游客因看不懂当地菜谱或
不了解当地饮食风俗，往往误点了许多菜，
客人吃不好还造成浪费。”姜俊贤说，餐饮
企业要树立行业新风，加强对员工的技术
培训，引导消费者适度点餐，避免造成浪
费。从供给侧角度来看，餐饮企业要合理调
整菜品数量、分量，推广分餐制，主动提供
小份菜、半份菜。近来，全聚德响应号召，推
出了烤鸭一人套餐；上海一些餐厅推出新
菜单，标注菜品的主要食材、克数，引导消
费者合理点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据了解，中国烹饪协会刚完成宴席节
约服务规范行业标准，正在向社会征求意
见，在完善服务标准和程序的基础上增强
宴席服务的节约意识。

姜俊贤说，从餐厅的实际操作来看，从
后厨到前厅每个环节的节约意识和服务意
识都要提高。餐饮企业经营者要运用大数
据找出合理的上菜量，精打细算做到适度
不浪费，这是很有学问的。

姜俊贤还提出，制止餐饮浪费要建立
“大餐饮”全产业链的概念，涉及食品生产、
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费全链条的强化
管理。

“今年一些地方的农民养的鸭子、小
龙虾等找不到销路，农民因无力继续喂
养只能丢弃，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姜
俊贤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生鲜农产
品缺少销路烂在地里，而有的餐饮企业
想买却买不到。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
看，下游的餐饮业和上游的食品产业链
要形成良性循环。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宏
观角度对市场需求做出科学预测，协助
餐饮企业和食品供应方对接。

“全聚德每年 11 月要采购大量大葱，
一直要用到来年春天，但是因储存条件所
限每年损耗不小，这也形成了浪费。”姜俊
贤建议，从国家层面提供政策支持，加快餐
饮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节约社会资源。

姜俊贤表示，在全社会培养餐饮消费
的节约意识和节俭习惯是一项长期任务，
也是一项全民行动，需要社会各界多元化、
多角度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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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记者王建、宋
晓东、周楠、董峻）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储
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 700 亿
斤。其中，农户在粮食储存环节造成的损失严
重。粮食部门统计，由于农户储存设施简陋、
烘干能力不足、缺少技术指导等原因导致的
粮食损失达 8% 左右。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粮食收获后，
一些农民往往先在自家庭院、农田地头搞“地
趴”式储粮三四个月，等到价格合适再出售。
这种储存方式容易导致粮食生霉、腐烂以及
遭遇鼠害，造成大量损失。

农户“地趴粮”易发霉腐烂，一些

合作社粮仓散热不好“烧粮”

夏收时节，周口市郸城县的一些农民反
映，房屋潮湿，家里堆的小麦已经有霉味，至少
有一成麦子没办法吃了。记者在河南省周口市
商水县 S217省道边一家私人粮食收购点看
到，从农户手中收购的小麦被直接堆放在院子
里，简单地搭盖上防水布。

在东北，粮食收获之后，不少农户也往自
家院子里堆放，俗称“地趴粮”。农户们说，如
果遇到冷暖天气交替，粮食常常发霉、腐烂，
另外鼠害也令人苦恼。

黑龙江省青冈县种粮大户黄国玉种了
200 多亩地，每年收回的玉米都堆在自家院
子里。他说，不少农户都采取“地趴”式储粮。
有的农户自家放不下，就在田里找一块地平
整下充当临时储存场所，等到价格合适时再
卖给粮食经纪人。一般来说，都得储存三四
个月。

“损失确实不小，一亩地收 1500 斤，在我
们手中储存损耗就得近百斤。”黄国玉说，多
年来一直这样存放玉米，没有太好的办法，每
年都有粮食霉变的情况发生，还有一些粮食
被老鼠吃掉。

记者走访了湖南省岳阳县等地的部分小
型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种植合作社，他们的粮
仓普遍简陋，仓库散热不好，稻谷加速陈化，出
米率降低。同时，仓库密封性能不好，杀虫效果

有限，导致粮食遭遇虫害，也会造成损耗。
岳阳县诚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喻忠勇说，合作社的仓库一般没有空调，
稻谷烘干后，热量没法及时散掉，堆在中间
的稻谷就容易“烧坏”，一些米粒变黄的稻
谷只能用作饲料。“前年，我们合作社没有
注意这一点，200 多万斤稻谷就出现‘烧
坏’的情况，原本每斤 1.2 元，后来每斤不
到 1 元就卖了。”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
到，尽管通过实施“粮安工程”等措施，粮食
仓储环节损失明显降低，但粮食产后减损
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我国粮食在储藏、运
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 700 亿斤，农
户储粮损失比例达 8% 左右。

现存效果好的储粮设备普遍容

量小、价格高，烘干机等少人问津

在东北，有的农民将玉米存放在“玉米
楼子”里。黑龙江省宾县常安镇种粮大户杨
成发家有一大一小两个“玉米楼子”，大的
长 40 米、宽 1.5 米、高 2 米，周边是铁丝
网。杨成发说，这种储粮方式通风透光较
好，可以实现自然风干，减少了损失。

当地农业干部介绍，采用“玉米楼子”
进行储粮，损耗可降至 5% 左右，减少 3%
的损失。按每户年平均收获玉米 40000 斤
计算，采用科学储粮技术，每户每年可减少
粮食损失 1200 斤。按中等品玉米每斤 0.7
元计算，农户因此增收约 840 元。

为何很多农民采取“地趴”式储粮，而
不用这种科学储粮仓？

黑龙江省木兰县种粮大户李斌种植 400
多亩玉米，每年都把玉米存在村头的一块空地
几个月，等待春节后再卖。他说，种几十亩地用
“玉米楼子”还行，但种粮大户种植面积很大，
需要多个“玉米楼子”储存，投入成本太高。

为了减少农民储粮过程中的损失，前
些年，国家粮食部门推出了科学储粮仓项
目。黑龙江中良仓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柳芳久说，在当地推广科学储粮仓时，
发现由于仓型容量小、性能单一，不适应种
粮大户的需求，推广效果不理想。

柳芳久说，在黑龙江省推广的多是容积
为 12 立方米和 22 立方米两种规格的储粮
仓。东北耕地面积大，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经

营较多，种粮大户少则种上百亩，多则上千
亩、上万亩，科学储粮仓的需求量大。例如，
容积为 12 立方米的储粮仓，市场价格在
2000元左右，但连 10亩地的玉米都装不下，
成本太高了。

除了农户，部分中小型粮食收购企业、
粮食经纪人的储粮设施也很简陋，造成严
重的粮食损失。

河南省兴业粮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
业说，粮食经纪人从业门槛比较低，没有很
好的储藏条件，建一个专门的仓库就已经是
“高配”，很少有人花钱购置烘干机。一旦遇
到降雨等天气，小麦的霉变率就迅速升高。

张兴业说，无论中小型粮食收购企业
还是经纪人，从成本核算的角度，通常都不
舍得花大钱购置烘干机械。比如，按照现有
补贴政策，购置一台塔式低温循环烘干机
要 10 多万元，但是损耗 1000 斤小麦，也不
过 1000 元左右。

降低农民科学储粮成本，尽快

研发高效储粮设备和技术

在我国耕地有限的情况下，改善粮食
储存条件，减少农户、中小企业、粮食经纪
人等储粮环节损失，对于节约粮食资源、增
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应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农户科学储粮。

湖南省岳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许岳
文等建议，各地科技、粮食等部门要加强宣
传与技术辅导，提高农民安全储粮意识，引
导农民安全储粮，给农户传授科学、先进、
合理的家庭储粮技术。

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建议继续加大科
学储粮仓推广力度，中央、省级财政多提供
匹配资金，尽量减少农民购买成本，并通过
粮食部门定向监督，确保“专仓专用”。

柳芳久建议，要根据不同区域、各类粮
食具体情况，尽快研发出简便安全、适应农
户需要的储粮技术和粮仓，仓型大小应以
当地户均粮食产量为依据，避免出现粮仓
大小不适用问题。

▲河南省安阳市一户农民在展示自家
用编织袋储存的粮食（ 2018 年 8 月 21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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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储粮损失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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