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0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五

王文珏

宛若一场安排好的折子戏，绿豆、蒜、辣椒、生姜，这些
百姓餐桌上的普通食材今年接替上演逼宫大戏——— 8 月中旬，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姜批发价，短短一个月内暴涨 40% ，
攀升至 10 年来的最高价。这一价格传导至终端市场，最高时达
到每公斤 16 元，比猪肉还贵！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告诉记者，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的原
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商品，多年来农产品价格涨幅明显偏低，
使市场各方形成上涨预期。

李昌平总结这些被爆炒的品种的共同特点：产地集中、可

储藏、生长周期长，人均日需求量小，涨价再高也不会伤筋动
骨等等。类似的品种还有花椒、桂皮、孜然、莲子等等。而炒
作这些小品种所需的资金并不大，这种炒作可能会此起彼伏。

李昌平认为，控制农产品轮番上涨的局面，除了直接控制
价格外，更要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目前中间商可以轻易隔开
生产者和消费者，独占定价权，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价格没有
发言权。政府应扶持农民与消费者结成购销联盟，在定价过程
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本报综合)

综合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 26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时说，国家将继续
稳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引导市场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

种粮成本将逐步上升

张平介绍，尽管近几年粮食价格稳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
入仍然不高，特别是与从事其他产业相比，种粮比较效益明显
偏低，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副业化”等趋势。从发展趋势
看，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人工费用增加，种粮成本将逐步上
升。同时，农村留守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
偏弱，连续增产后有的地方出现了放松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倾
向，都对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张平表示，国家将继续通过采取价格支持、增加补贴等多
种方式，逐步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完善
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办法。落
实和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主产区(县)转移支付力度， 2011 年底前全
部取消粮食风险基金主产区地方配套；完善产粮(油)大县奖励制
度，加大奖励力度，向商品粮调出量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
突出的产粮(油)大县倾斜。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继续向
粮食主产区倾斜。

国家正研究起草粮食法草案

按照国务院部署，发展改革委和粮食局组织相关部门正在
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研究起草粮食法草案。

据了解，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粮食法列为五年立法规
划一类项目，要求任期内提请审议。张平表示，国家将加快推

进粮食立法。粮食法通过后，抓紧制(修)订相关配套法规，并加
大执法力度。

利用国际市场弥补不足的难度加大

张平说，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 95% 以上。
张平同时指出，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良好，但在我国城
镇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粮食需求增长、
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粮食增产的难度
大，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张平说，预测 2020 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 11450 亿斤。按
照粮食自给率 95% 以上测算， 2020 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达
到 10800 亿斤以上。目前，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销区粮食产
需缺口扩大，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区也存在缺
口。从国际市场看，粮食供求总体也是偏紧的，我国利用国际
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不足的难度加大。

将提高食用油自给水平

张平说，我国将大力推进油脂加工品种多元化，着力发展
以花生、菜子、棉子、油茶等国产油料为原料的食用油加工，
提高食用油自给水平。

张平介绍，国内外粮食市场关联度越来越强，大豆、食用
植物油等对外依存度高的品种，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
响加剧，增加了市场调控的难度。

张平表示，国家将完善粮食加工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检验检测手段，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
水平。按照“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的原则，适度发展粮
食深加工，其中玉米要优先满足饲养业发展需要。

专家释疑为何灾害频发
近几年来，海啸、地震、泥石流……世界各地地质灾害频

发，造成巨大破坏，令人不无忧虑。 8 月 24 日，在同济大学举行
的城市地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有关专家回答了人们的普
遍关切。

改造世界也时刻反作用于地质地貌

“地质灾害频发，原因很多。”地质灾害领域专家卢耀如院
士说，随着人类改造世界力度不断加大，再加上地球本身处于冷
暖变化周期，全球气候产生极端变化，与原有的地形地貌发生
“摩擦”，极易诱发并放大地质灾害。此外，人类社会发展越来
越快，关注焦点则集中于如何利用自然，而忽视了对地质灾害的
防治。

他指出，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导致人类在利用环境与保护环
境之间进行一场艰难博弈。此次舟曲泥石流灾害看似突发，但仔
细上溯可以发现，当地是一个典型的冲积扇地形，容易成为地质
压力释放点。此外，能够“绑住”山体岩石的树木被砍伐，再加
上每小时 90 毫米的暴雨突至，灾害发生看似偶然，其实从科学上
说是有较大发生概率的。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自然地质条件的优劣决定着城镇分
布，但城镇建设以及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时刻在反作用于自

然山川、地质地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思敬院
士举出一系列数据：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提高到 46% ，预计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65% ，并且以每年 1% 的增速水平，向发达国家
75% 的水平靠近。 20 年后，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
变革，我国将有 10 亿人聚居在大型城镇。人口高度聚集的城镇，
对自然灾害的敏感性，以及突发灾害的风险性将剧增。

特大型城市的“灾害链”尤须关注

我国西北西南地区频发地质灾害，地处东部的上海也并非高
枕无忧。多位专家坦言，沿海特大型城市也有其地质灾害隐患。
举例来说，如今高楼越造越多，地下空间不断拓展，如建设规划
失当，容易造成地面沉降；若遇台风暴雨天气，很可能形成内
涝。这虽是一个缓变的过程，不同于舟曲泥石流发生的突然性，
但形成的灾害以及破坏力同样不容小觑。

特大型城市的“灾害链”尤须关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专家高建国指出，当自然灾害使城市强大的功能网中某一环失效
时，极有可能波及其他系统，诱发连串衍生灾害。如此“灾害
链”一旦形成，即使原发灾害已被控制，损失也可能不断延续和
放大。如 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 8 . 2 级地震，使煤
气管道折裂，煤气外泄引起火灾。更不幸的是供水管道在地震中
被破坏，致使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横滨城被烧光，东京市三分

之二被毁。
1985 年、 1992 年，天津沿海曾发生 2 次风暴潮，造成巨大损

失，这是由滨海地区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抵御强潮的
能力下降等原因造成的。

科学工作者的逆耳忠言往往成耳边风

要防灾避灾，科学地识别灾害、界定灾害必不可少。但许多
专家不约而同指出，地质科学因素以外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说，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这
样想，要是地质灾害能更准确预测就好了；玉树地震发生，很多
人这样想，要是房屋建得更牢固些就好了；舟曲泥石流暴发，人
们的想法是，如果房子不建在这里就好了。樊代明院士指出，
“大自然变动有其规律，我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顺
应自然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工程地质专家黄润秋教授提出，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付出多少防灾成本，防灾成功率多高，这些都应成
为规划建设城镇的首要考虑因素，也就是社会综合效益的评估比
较。也有不少专家坦言，有些地方在进行专家咨询时，往往只听
“好话”，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逆耳忠言往往被当成耳边风。如此
咨询名存实亡，也留下了未来灾害的隐患。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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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市场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
粮食需求增长、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

┬专家视点

绿豆、蒜、姜……
游资为何专拣这些农产品炒作？

综合新华社伊春 8 月 26 日电 在此
间召开的“ 8·24 ”坠机事故通报会上，
河南航空监事会主席刘航代表河南航空两
次向社会公开致歉（上图）。

刘航说：“我代表公司向遇难者哀
悼，向受伤旅客表示歉意，向全社会道
歉。事故发生后，河南航空组织了 180 人
的工作组，全方位开展处理工作，已经在
郑州、伊春、哈尔滨三地开通了旅客家属
服务热线，要求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
构为家属来伊春提供方便。”

另据 8·24 空难事故调查组 26 日下午
最新通报，失事的河南航空公司 EMB190
/B-3130 号飞机两个黑匣子已送至北京并
由专家进行解码。

26 日 16 时 5 分，民航局航空安全办
公室主任吕尔学代表 8·24 事故调查组向
媒体通报情况时说，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
精神，中国民航局成立了以副局长李健为
组长的事故调查组。调查组下设综合、飞
行、适航、空管、运输、公安、机场和译
码 8 个专项调查小组，对事故展开调查。

据吕尔学介绍，目前飞机上的两个黑
匣子已找到并已于 25 日送到北京由专家
进行解码。从 25 日到 26 日，事故调查组
已对事故现场进行初步勘察，并正在进行
全方位调查取证。伊春林都机场已于 26
日零时恢复正常运行。

26 日，国内小麦和玉米期货主力合约双双刷新本月中旬的
历史纪录，盘中分别创出每吨 2510 元和 2012 元的历史新高。
同日，稻谷期货价格开始反弹，主力合约结束了继本月 10 日创
出新高后的调整态势，收于每吨 2132 元。

隔夜市场，国际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其中美国玉米期价收
盘上涨 1 . 19% ，小麦上涨 1 . 56% ，大豆上涨 0 . 72% 。市场人士认
为，美元走弱和技术性反弹需求是支撑当日国际农产品价格集体
上涨的主要因素。

国内玉米现货市场，本周二举行的最新一次储备玉米拍卖成
交率保持高位。“货源紧缺、需求旺盛仍然是当前玉米市场的主要
特点，玉米期价高开高走只是近期强势行情的延续。”银河期货玉
米分析师孙禹说，在新玉米上市之前，玉米价格有望维持强势。

国内小麦现货市场，本月举行的 4 次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会
显示，成交率均未超过 10%，成交价呈现稳步上涨态势。据了解，
今年农民卖粮积极性不高，加工企业收粮困难。一家大型面粉加
工集团负责人说，多数企业今年的收购量不足全年加工量的
30%，主要原因是今年小麦产量减少，尤其是优质小麦减产较多，
种植成本增加，农民卖粮期望值较高。

记者在早稻主产区湖南宁乡、岳阳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
早稻减产，当地稻谷每吨成本价已超过 1800 元，农民惜售明
显。若收购价达到每吨 2200 元，农民每亩水稻能赚到 300 元。
湖南省粮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湖南早稻收购数量同比减
少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小麦、玉米期价创历史新高

今年农民卖粮积极性不高

河南航空向社会
公开致歉

空难黑匣子正由专家进行解码

伊春林都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科技部
和国家海洋局 26 日在京联合宣布，我国
第一台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
号”深海载人潜水器 3000 米级海试取得
成功，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3759 米。这标
志着我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第五
个掌握 3500 米以上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
的国家。

据介绍，2010 年 5 月 31 日至 7 月 18
日，“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在我国南海
进行了 3000 米级海上试验，共完成 17 次
下潜，其中 7 次穿越 2000 米深度，4 次突
破 3000 米，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3759 米。

未来“蛟龙号”的使命包括运载科学
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深海，在海山、洋
脊、盆地和热液喷口等复杂海底有效执行
各种海洋科学考察任务，开展深海探矿、
海底高精度地形测量、可疑物探测和捕获
等工作，并可以执行水下设备定点布放、
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检测以及其他深海探询
及打捞等各种复杂作业。

我国深海载人潜水器

首次突破 3700 米水深

新华社台北８月２６日电 大陆发行量
最大的期刊《读者》近日获准入台发行，
成为大陆第一本进入台湾公开发行的杂
志。

据２６日出版的台湾《联合报》报道，
《读者》在台湾发行将沿用原书名，但改
以繁体字出版。《读者》将走进台湾大专
研究机构、县市乡镇的图书馆，并在便利
店、超市、商场出售，预估售价在新台币
５０元以内。

《读者》行销９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
行量除居大陆第一外，在世界综合类期刊
位居第四位，有很高的知名度。

《读者》成为首家
入台大陆杂志

 8 月 26 日，长沙，乌云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