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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丰收，供应充足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粮食市场带来影响，
更让人体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2020年，中国粮
食生产克服疫情、不利天气等影响，粮食产量达到13390
亿斤，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代表委员们表示，目
前，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供应充足、市场稳
定，这说明党中央关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决策部署是
完全正确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说，
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 6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人均
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左右，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
斤粮食安全线。“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解决粮
食问题，难能可贵。”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这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全国政协委
员、安徽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马传喜说，“十三五”期
间，中国种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农作物自主选
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做到了100%自给，玉米、大豆、生猪等种源立足国内有
保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
以上。“这体现出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对我们这样一个
发展中大国来说，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
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柏乡国家粮食
储备库主任尚金锁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稳产高产离不开种粮农民的辛
勤耕耘。眼下乡亲们正积极备耕，准备再迎一个丰收年。”

保护耕地，守住红线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
耕地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徐州市市委书记周铁根对这句话
感触颇深：“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要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表示，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稳定种粮农民补贴、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
保险试点范围等措施，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保障粮食安全

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重
要性。“农民种粮积极性稳住了，稳定耕地面积就有了
保障。”

不仅要守住“数量红线”，还要守住“质量红线”。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秦光蔚
注意到，目前，各地耕地资源保护不平衡，耕地资源占
补平衡体制机制建设仍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耕地资源
的高质量发展”。她建议以国家立法形式出台耕地资源保

护法规，建立耕地资源高质量发展保护、监管及相应的
追究制度，同时设立耕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基金。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
准和质量”，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建议，中央财政应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标准和成
本变化，合理保障财政资金投入；进一步明确土地出让
收入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比例；通过财政贴息等方
式，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营口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
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韩秋香建议，在四荒地、风沙地等土
地上大力发展板栗、红枣、柿子等树粮产业，丰富粮食
种类，改善国民膳食营养结构，“这将为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另辟蹊径，增强中国人端稳‘中国碗’的底气。”

科技支撑，优质高产

粮食生产，出路在科技。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许为钢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加强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这句话讲到了要害。

“当前，在农作物品种选育技术方面，国内仍存在现
代育种技术应用不足、种子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许为
钢建议，要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为保障粮食安全
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加强技术攻关产、学、研合作是种源研发的重要途
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介绍，
驻马店作为农业大市，在良种培育推广上做了不少工
作，具有一定优势和条件。下一步驻马店将深入实施优
质粮食工程，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参与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推广小麦、玉米、花生等优良新品
种，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中勇当先锋，建设现代种业
强市，为确保国家种业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黄建盛认为，科
学管理，减少储粮损耗，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
节。应当进一步完善现代粮食储备基础设施体系，持续
推动仓储智能化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海口海关关长施宗伟从加强
国际合作的角度思考“藏粮于技”，他说：“ 《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这将为中国占领种质资源和农业
研究制高点、引领农业技术创新、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国际农业头部企业提供良好土壤。”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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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对中国这样一个有
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头等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

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质量”。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普遍认为，中国人有
能力保障好粮食安全，也有信心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

民生共话

2020年9月2日，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上花村一位农民在收获水稻。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代表们走向会场。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摄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李秀林通过视频、电话
等方式，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完善相关议案。

李家鼎 邹乃硕摄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陈保善建议以科技创新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议前，两位委员正在交流。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5 年前，我是贵州省惠水县摆金镇斗底村岩下组
的农民，如今已成为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的新市
民。改变，源于集体搬迁。

2016年7月8日，摆金镇人民政府组织了5辆大巴
车，把我们斗底村岩下组的24户109人从大山深处送
到明田移民安置点，住进了新房。自从享受搬迁政策
后，曾在外务工的我，积极加入社区服务工作，用心
用情带头服务居民、服务社区，先后当选为社区党支
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基层代表，同时也是社区的“管家”，我始
终把解决群众就业问题放在工作首位。这两年，我在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铜仁市、毕节市等多地

数十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走访调研，在代表联络站
广泛收集民意，听取搬迁群众的心声，发现这些新市
民工作技能不足和就业岗位资源较少是个大问题。为
此，我们创办了新民社区夜校，成立劳务服务公司，
目前已成功推荐 1856人到县经开区企业务工，123人
加入劳务公司从事保洁保安工作，128 人进入政府开
发的公益性岗位，200 多人在社区扶贫车间从事服装
生产，实现户均2人以上就业。

就业稳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滋润。今后，我要
继续努力做社区的“好管家”，提振搬迁群众的精气
神，经营好大伙的小日子，让社区有更多幸福的笑脸。

（本报记者 徐佩玉整理）

人民日报微博网友“林深鸟鸣”：去年粮食又取
得大丰收，感谢辛勤的劳动人民和卓越的科学家！一
定要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央视财经微博网友“山之树叶”：中国碗装中国
粮，中国粮用中国种。种子供给有保障，粮食安全稳
稳的！

人民网网友“静听年华”：粮食生产年年要抓
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不能掉下来。

新华网网友“再和青玉案”：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孩子们从小就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虽然粮
食连年丰收，也要爱惜粮食。

学习强国客户端网友“小莹是个画家”：打包不
丢人，浪费才可耻。食品浪费问题确实应该重视。

经济日报微博网友“笑着寻梦”：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这是一项沉
甸甸的指标，安了老百姓的心。

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网友“秋实”：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粮食生产和储备尤
为重要！

新华视点微博网友“永远的有为青年”：支持国
家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民以食为天，吃饱吃好是头
等大事。

央视新闻客户端网友“光明绚烂”：国家将每年
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两会，农业农村
发展问题仍是热点。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重视农业
人才了！

（本报记者 李嘉宝整理）

努力成为社区的“好管家”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 罗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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