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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日三餐离不开
米和面，我国稻谷、小麦情
况怎样？

答：我国稻谷供给充
裕，阶段性过剩特征明
显。2019年我国稻谷产
量 2.096 亿吨，同比减少
252万吨，食用消费1.58
亿吨，同比减少50万吨，
尽管稻谷饲用和工业用粮
有所增加，预计年度结余
1430万吨，已连续多年结
余，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我国主产区早稻面积将会
增加。疫情防控期间，有
关部门合理安排政策性稻
谷竞价销售，2月10日开
始每周向湖北地区增加投

放中晚稻80万吨，成交率
仅0.28％，有效地满足了
市场供应。

小麦供求平衡有余，
连 续 多 年 产 大 于 需 。
2019 年我国小麦产量
1.34亿吨，为历史第二高
水平，已连续5年保持在
1.3亿吨以上。由于消费
结构升级，面粉消费下降，
国内食用消费总体平稳，
但饲用和工业消费有所下
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
算小麦消费 1.235 亿吨，
同比减少532万吨，年度
结余1400万吨，同比增加
870万吨，已连续7年产
大于需。

今年全国冬小麦播种

面积3.31亿亩，目前苗情
长势良好，全国冬小麦一、
二类苗占比分别为23％、
77％，北方冬小麦苗情明
显好于上年同期，今年夏
粮再获丰收有较好基础。
国家稳定投放最低收购价
小麦，2020年以来成交率
不足4％，加之政府储备
小麦陆续轮换出库，小麦
价格走势总体偏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
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
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目前
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
有利于消化不合理粮食库
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
库存压力。 （新华社）

3月28日，旅客乘坐D9302次列车到达汉口火车站。
3月28日零时起，武汉17个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到达

业务。 （新华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
稻研究所钱前院士、深圳农业
基因组研究所熊国胜研究员
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领衔
的研究团队发现了杂交稻实
现“绿色革命”的伴侣基因，这
一基因决定了杂交稻稳产高
产的性能。该项成果日前发
表于《分子植物》杂志。

钱前院士介绍说，植物
株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农艺
性状，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
要因素。通过植株高度、茎
枝数和穗粒数等植物株型的
适当改良，可以显著提高作
物产量。

20世纪50至 60年代，
为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温
饱问题，育种家利用“矮化基
因”改良水稻、小麦等粮食作
物进行高产育种研究，被称
为“绿色革命”。其中的代表
性成果是国际水稻研究所于
1967年培育的“IR8”，这一
品种成功解决了东南亚地区
的粮食问题，被誉为奇迹
稻。奇迹稻“IR8”高产、矮
小，这两个基因分别来自不

同的水稻植株。
我国水稻工作者也是率

先开启水稻矮化育种的团队
之一。此次研究发现，我国
超级稻父本品种“华占”含有

“独脚金内脂合成基因”的新
等位基因，能够有效增加水
稻茎枝数和产量。

“‘华占’最大的一个特
点就是茎枝较多，稳产性好，
以‘华占’为父本育成的品种
超过300个，一系列超级稻
组合推动了新一轮的杂交水
稻品种的更新换代，在生产
上有良好的效果。”钱前院士
说。

研究团队进一步发现，
奇迹稻“IR8”和我国大面积
推广的“双桂”，“明恢63”和

“华占”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
品种中，都携带稳产高产的

“独脚金内脂合成基因”等位
基因，控制矮秆性状的有利
等位基因则是来自中国台湾
水稻品种“低脚乌尖”。这表
明在现代籼稻品种育种过程
中，这两个基因同时被育种
家选择并广泛利用。

（新华社）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部分粮食出口国传出限制出口的信息，国家粮油信
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表示，我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粮食供求总体宽松，完全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也能够有效应
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考验。

口粮绝对安全 百姓米面无忧
——关于当前粮食市场供应问题的对话

问：部分粮食出口国
限制出口的话，对我国老
百姓米袋子有影响吗？

答：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近日越南
宣布暂停大米出口。越南
常年大米出口700万吨左
右，大体占世界贸易量的
15％，限制出口可能会造
成国际市场大米价格波
动。部分粮食出口国为保
障国内供给也可能采取限
制出口的措施。当然，通
常应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019 年我国进口越
南大米仅48万吨，为2011
年以来最低水平；今年1～
2月从越南进口大米仅3
万吨。事实是，2016年我
国实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

以来，大米进口数量逐年
下降，2019 年大米进口
255万吨，同比下降53万
吨，进口大米占我国大米
消费约1％，主要用于品种
余缺调剂，如泰国香米，即
使大米不进口也不会影响
国内市场供给。

尽管近年来国际市场
曾几次出现“过山车”式的
粮价大幅波动，但由于我
国粮食连续丰收，供给充
裕，库存充足，保障有力，
粮食市场总体保持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确立了“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
战略，提出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

食安全观，国家采取一系
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
升，粮食连年获得丰收，实
现了口粮完全自给，谷物
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

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目前我国谷物库存保
持较高水平，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物质基础较为坚
实。2019年我国粮食种
植面积稳定，粮食再获丰
收 ，全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66384 万吨，同比增加
594万吨，增长0.9％。总
体看，我国粮食供求总体
宽松，完全能满足人民群
众日常消费需求，也能够
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
突发事件的考验。

问：我国粮食储备状
况及当前市场粮价总体水
平如何？

答：我国粮食总产量
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
上，近年来粮食储备体制机
制不断完善，粮食储备充
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
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在中央储备规模保持
稳定的同时，从2014年开
始，国家按照“产区保持3
个月，销区保持6个月，产
销平衡区保持4个半月”
的市场供应量要求，重新
核定并增加了地方粮食储
备规模，各地已全部落实
到位，而且大中城市还建
立了满足市场供应10天
至 15 天的成品粮油储
备。同时，在中央和地方
政府储备品种结构中，小

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
超过70％。

除上述政府储备外，
2004 年以来，我国对稻
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根据市场情况每年
收购了一定数量的最低收
购价粮食，这部分粮食主
要通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
向市场投放，有效地满足
了市场供应，稳定了市场
价格。多元市场主体也建
立了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
商业库存。我国粮食库存
充裕，完全能够满足市场
供应和应急保供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全力做好粮油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推动粮油加工企
业复工复产，保障粮食物

流运输通畅，粮油市场供
应不脱销、不断档，国内粮
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疫
情前期，群众居家不外出
多购买储存一些粮食，由
于超市、卖场等零售市场
货源充足，短暂的群体性
集中购买也得到了基本满
足。目前居民采购米面油
心理稳定，受餐饮业等消
费需求减少影响，国内米
面油消费总体偏弱。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监测，3月23日全国加工
企业小麦、早籼稻、中晚籼
稻、粳稻进厂价格比春节
前增长0.1％、下降0.2％、
增长 0.4％、增长 1.3％。
面粉、早籼米、中晚籼米、
粳米出厂价格比春节前下
降0.4％、增长0.6％、增长
0.5％、增长1.3％。

武汉铁路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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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米面“两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