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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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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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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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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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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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1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2 1 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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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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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涝对南方水稻影响大吗

南方洪涝对双季稻影响大吗？
潘文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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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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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食用需求旺盛拉动，国产大
豆价格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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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社会各
界迅速响应，纷纷行动起来，采取
各种措施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努力
将餐饮节约习惯推广落实到一张张
餐桌。

但相比“舌尖上的浪费”，我
国“餐前损耗”的损失鲜为人知，
但同样触目惊心。来自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
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
失量达700亿斤。今年的果蔬类功
能食品开发及产业发展大会上也传
出消息，由于采收不当、采后处理
技术落后、储藏条件不到位等原
因，我国每年的果蔬损耗值达到惊
人的2000亿元。

农产品是人类生存之本，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产品的产
出，不仅关系着国人的“粮袋子”

和“菜篮子”，还影响着物价稳定
和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库存
充裕、市场稳定，农产品安全形势持
续向好。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这
只是一种紧平衡。我国人多地少矛
盾突出，农产品增产面临的水土资
源、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农产品
稳产增产难度日益增大。

从调查来看，农产品的“餐前
损耗”发生在收获、储藏、运输、
加工等各个环节：收割机械精细化
作业水平不高，有的机收损失率甚
至高达10%；农户或企业因为储粮

方法落后，造成虫吃、鼠咬、发
霉；粮食物流企业仓储、运输、装
卸等设施落后，粮食抛撒损失严
重；米企过度加工精制米，也造成
粮食“隐形”浪费。

为端牢国人的饭碗，我们严守
18亿亩耕地红线，巩固提高农产品
生产能力。而减少“餐前损耗”，
就等于建设无形良田，实现“无地
增产”。

大量的“餐前损耗”，不仅严
重侵蚀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基
础，也给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
安全带来了压力和隐患。要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全民行动起来，大力
推动建立减损新机制，努力形成科
学健康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和消费模
式。比如，建设高标准、现代化、
配套设施齐全的储粮仓；加强节粮
科技支撑，开发推广安全储粮技
术；树立正确的营养观，积极推广
适度加工技术以减少损失等。

对于果蔬损耗，不妨从“三
产融合”上下功夫。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果蔬损失率仅为5%左右，
主要是得益于加工转化，其果蔬
加 工 量 占 到 了 总 产 量 的 4 0 % 左
右，而我国果品加工量仅占总产
量的6%，蔬菜加工量也只占总产
量的10%。

总之，遏制浪费和损耗，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需要有关部
门精心谋划，需要农民辛勤耕耘，
更需要我们共同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氛围。

我国粮食产后损失严重，每年
损失量达700亿斤以上，粮食行业
“产后护理”空间巨大。

记者27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据测算，我国粮食在储
藏、运输、加工等产后环节损失量
每年在700亿斤以上，接近粮食大
省吉林全年粮食产量。“一年损失
一个吉林”，主要是农户储粮、粮

油加工等环节损失较为集中，粮食
流通个别环节损失率高。

原农业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
强粮食加工减损工作的通知显示，
因过度加工，我国每年损失粮食150

亿斤以上。湖南省一位农业干部告
诉记者，有的企业100斤稻谷只能出
30多斤精米，剩下的多为碎米，只能
用来做饲料。 （综合新华社）

警惕炒作“粮荒”舆论，不要盲目囤粮
农业农村部回应一系列关于粮食的热点话题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超）8月22日，第二届果蔬类功能
食品开发及产业发展大会在济南召
开。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由于采
收不当、采后处理技术落后、储藏
条件不到位等原因，我国每年的果
蔬损耗值达到惊人的2000亿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我
国每年果品的产量达到2亿多吨，
占到了世界的30%，蔬菜的产量是7

亿多吨，占到了全世界的5 0%以
上。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
品研究院功能食品研究所所长马超
介绍，果蔬本身的含水量较高，容
易腐烂变质，再加上采收不当、采
后处理技术落后、储藏条件不到位
等原因，造成果蔬损耗率居高不
下。因为采后损失，我国每年大约
要损耗2亿多吨蔬菜，相当于每人
每年损耗150多公斤，而150多公斤

蔬菜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蔬菜需求
量。

马超的数据引发了浙江大学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叶兴乾的共
鸣：“目前整个果蔬的产量，大概
有25%以上的损耗，每年损耗的果
蔬价值在2000亿元以上，这些果蔬
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非常可
惜。”

叶兴乾指出，目前最简单有效
的方式，是通过冷链流通来降低果
蔬损耗，让果蔬从产地采收到市场
零售的各个环节，始终处在低温控
制的环境下。冷链流通还可以保证
果蔬的品质，保障居民的消费安
全。但是，冷链流通实际成本偏
高，导致使用率低。针对这种现
状，有专家指出，要想降低果蔬损
耗，还得在果蔬高效转化上做文
章，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果蔬
精深加工。

“从长期来看，减少果蔬损耗
的关键是实现蔬菜和水果高效转
化。”叶兴乾说。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果蔬损耗率仅为5%左右，主要
是得益于加工转化，其果蔬加工量
占到了总产量的40%左右；而我国
果品加工量仅占总产量的6%，蔬
菜加工量占总产量的10%。相较于
发达国家，我国的果蔬加工能力明
显不足。国内主要加工产品是罐
头、果汁等，品种相对较少、加工
程度低，也导致了产品附加值低。

“针对果蔬浪费严重、附加值
不高这些关键问题，我们整合了国
内从事这个行业的院所、高校和企
业等，共同发起成立果蔬功能性技
术产业创新联盟。”马超表示，联
盟依托济南果品研究院，目的就是
解决果蔬产业存在的严重浪费问
题。

我国果蔬损耗每年超2000亿元
专家：有效应对办法是冷链流通、精深加工

减少“餐前损耗”等于建设无形良田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粮食产后损失“一年一个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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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5日

上午十点左右，在新

泰市羊流镇黄土崖

村北沟岭发现一男

弃婴，在纸箱内，用

花棉被包裹，箱内有奶瓶一个、

奶粉一袋、现金200元，约出生

一两天，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新泰市民政局联系，电话

0538-7222209，地址：新泰市民

政局。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遗失鲁威经渔51087、鲁威

经渔51088渔业捕捞许可证，编

号：(鲁)船捕(2015)HY-100885

号、(鲁)船捕(2015)HY-100886

号，声明作废。

鲁荣渔58696#的渔业船舶所

有权证书丢失，编号：(鲁)船登

(权)(2019)HY-200819号，声明作废。

公 告
2017年6月18日

在滕州市界河镇倪

庄村东桥底下捡拾

一名女婴，用被子包

裹，大约2017年6月18日出生，

身体健康。无随身携带物品。联

系人：孔警官0632-2723110

滕州市界河派出所

2015年8月19日

在滕州市界河镇西

杨庄公交站台捡拾

一名男婴，用被子包

裹，大约2015年8月19日出生，

身体健康。无随身携带物品。联

系人：孔警官0632-2723110

滕州市界河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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