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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
长王斌2日表示，各地批发、
零售市场大米、面粉、食用油
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粮食
生产加工企业复工向好，产
能充沛。消费者完全没有必
要担心粮食供应短缺及价格
大幅上涨问题，无须集中批
量购买、在家中囤积粮食。

王斌当日在商务部举行
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
2亿多吨。2019 年我国小
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
结余2.8亿多吨，完全可以实
现自给自足，不进口也不会
导致国内粮食供给短缺。我
国粮食进口主要以大豆、粗
粮等饲料粮为主，进口的大
米、小麦分别只占国内消费
总量1%和2%，主要起到品
种串换和调剂作用。

本报记者探访无锡口粮“家底”

够厚：可供市民吃近一年
近来，随着越南、埃及等

多国陆续启动粮食出口限制，

由于担忧疫情引发全球粮食

危机，国内一些地方出现市民

囤米囤油的现象。无锡地产

粮的产量如何?粮食“家底”够

不够厚？到底有没有必要囤

米囤油？带着市民关心的一

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粮食种

植大户、粮食加工企业、粮油

经销商、无锡最大的“米袋

子”——朝阳粮油批发市场以

及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这两天，辐射长三角地
区、主打高端“粮油产品”的
无锡康庄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丁峰忙得“鸡头圆”：这
边刚给客户发完货，转头又
向其代理的东北大米厂家

“催货”。作为一家本土粮
油企业，经过 20多年的发
展，已成为国内多家米油面
的品牌代理商，发展了上百
家经销商。

出于市场敏感度，近几
日丁峰一直密切关注着销
量的变化。他发现，3月28

日左右大米销量突然猛增，
这在春节后的 3月实属少
见。最近几天，销量连续增
加了50%。不过，尽管销量
冲高，大米价格并无太大变
化。丁峰说，他最近一直和
上游的五常大米生产商保
持着密切联系，他发现这些
厂家十分淡定。

“我们并不希望消费力
提前透支掉！”他说，最近几
天，同行的微信群里也都
在讨论近几天出现的大米
销售高峰，不少人预判这

一波高峰相当于淘宝天猫
“双 11”的节奏，把下个月
甚至后面几个月的消费力
都提前透支了，将业绩积
压到最近几天了。在丁峰
这样的代理商看来，更希
望无论经销商也好，还是
消费者也好，都能理性购
买。对于他们来说，更希
望销售能够细水长流。毕
竟原有的备货量很难满足
突如其来的“井喷”，不仅
物流压力会加大，而且配送
成本也会增加。

相对于高端大米销量
激增的情形，面向大众消费
的朝阳粮油批发市场内却
并未“风起云涌”。该市场
作为无锡最大的“米袋子”，
其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场
内除了一两家经营苏北米
的商户最近两天销量有所
上升外，其余商户变化不
大。“也是最近两天的事！”
她告诉记者，这两天普通苏
北粳米的拿货量比较大。
据了解，普通的苏北粳米批
发价在1.75元，近来价格并
无变动。

整体来看，目前大米、
油的销售情况都较平稳，市
场的库存量也比较充足。
据介绍，该市场大米类商品
的库存达 4000 多吨，价格
也较平稳。该负责人说，3
月31日起大米的到货量有
所增加，4月 1日该市场的
大米到货量货达 1800 吨，
是平时的一倍。“从今天的

市场到货量来看，也不会
少！”她说。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大米到货量的猛增，
一方面是受上周阴雨天影
响一些货品积压在码头无
法正常来货，这两天集中到
货；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部
分粮油商贩“抢购”的可
能。该市场经营苏北米的
批发商胡总告诉记者，最近
两天的日销量确实有明显
上升，平日只有50吨左右，
这两天达到了 100 吨。他
也证实，一些老客户担心大
米涨价就开始囤货，拿货量
翻番。

采访中记者发现，该市
场经营东北米的商户反应
平平。相比普通苏北粳米，
圆粒型的东北米价格稍高，
每斤批发价在2.2-2.3元，近
来米价也基本没变动。几
家东北米批发商也证实表
示，上游的大米生产厂商都
比较“淡定”：库存充足、价

格稳定，这和丁峰所了解到
的情况一致。“其实去年大
米跌价，也跟库存太多有
关。”采访中，多位大米批发
商均表示，国家的大米库存
量比较充足，目前他们并无
囤米的打算。

“食用油不仅没涨，这
两天还跌价了。”该负责人
分析说，受疫情影响，餐饮
业受重创，不少批发商年前
囤的货到年后一直卖不
动。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不
少食用油批发商纷纷降价
处理。不过，采访中记者发
现，尽管米油没涨价，但一
些杂粮类的如糯米、花生、
大豆等近期都出现不同程
度的上涨。在业内人士看
来，一方面按照惯例，每年
到了四五月份国家粮食要
轮换时，粮食价格出现部分
波动是很正常的；另一方
面，也不排除跟多国启动出
口限制有关。

无 锡 的 储 备 粮 有 多
少？够不够吃？“无锡粮仓
里的粮食装得满满的！”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了
一组数据，目前无锡市地方
储备粮、成品粮储备可保障
无 锡 市 民 口 粮 消 费 114
天。如加上无锡区域内的
中央储备粮、无锡辖区其他
政 策 粮 库 存 可 保 障 290
天。一旦市场供应出现紧
急情况，能迅速开仓放粮，

保障市民口粮供应。
根据该部门做的2019

年供需平衡调查，无锡人
2019年消费了124万吨口
粮。而目前无锡的口粮储
备量加上贸易企业的口粮
达到了 127 万吨。根据这
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出，国际
上有个公认的指标为“库存
消 费 比 ”，其 安 全 线 为
17%。“无锡的库存消费比
超过了100%，远高于这一

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放
眼整个江苏省，也达到了平
均水平。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
包括江阴、宜兴在内无锡共
有粮食加工企业33家日加
工能力可达6100吨，而无锡
正常大米日消费量也就
2200-2300吨。目前，全市
粮油应急加工企业22家，粮
油应急供应网点176家。
（晚报记者 袁晓岚 何小兵）

宜兴是无锡地产粮食的
主产区。“芒种两头忙，栽秧
收麦场。”无锡面积最大的连
片种植水稻田在宜兴市杨巷
镇，该镇高标准种植的8000
亩优质水稻，被誉为“味稻小
镇”。4月2日上午，这个镇的
水稻育秧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中。在宜兴金裕穗农业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育秧盘所需要
的栽培基质正在作粉碎、肥力
提升等相关技术处理。杨巷
镇稻米生产企业不在少数，疫
情发生以来，杨巷大米价格经
过短时间的较大幅度波动，目
前已经回归常态。

“在宜兴乡村，栀子花开
的时候，水稻栽培才开始。”
宜兴市天信农资合作社的一
位农技人员告诉记者。近年
来，宜兴乡村水稻育秧方式
和水平得到提高，“育秧工
厂”出现在宜兴乡村广袤的
田野上。在宜兴杨巷镇，育
秧工厂两条育秧流水线配有
不到10位工人。育秧盘自

动“走”上流水线后，先铺上
一层基质底肥，之后撒上浸
泡好的稻种，淋适量水，“走”
过一段路后再撒上一层面
肥，一个个制作好的育秧盘
便自动叠放到一起，最后由
工人将其运送到催芽室。经
过两到三天的暗室催芽后，
仅有一厘米左右的秧苗会被
送进田间进行集中培育。晚
报记者在田间看到，两台装
有滑轮的输送带设备横跨田
间，输送带两边各站有10多
位工人，待育秧盘“走”上输
送带后，工人们就将其搬下
放到田间。经过近20天的
集中培育，秧苗便可下地播
种。

“皇新村今年新增1000
亩流转土地，属于新上的江
南米稻项目。”4月2日上午，
晚报记者从宜兴市杨巷镇农
服公司了解到这一信息。截
至目前，宜兴乡村落实的水
稻栽培面积比往年略有增
加。 （袁晓岚 何小兵）

无锡地产粮自给率如何？
无锡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有关人士说，无锡地产粮
食的生产量近几年都在逐年
下降，自给率也随之下降。
光靠地产粮，不够无锡人
吃。“1997年我来无锡工作
时，无锡还有 200 万亩水
稻。”她回忆道，后来逐年减
少，到去年无锡的水稻种植
面积已剩不到60万亩。从
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无锡的口粮自给率仅四成出
头，而水稻自给率则更少，只
有三成左右。去年，无锡地
产口粮的年产量为54多万
吨，其中水稻的年总产在
35-36万吨。

“省政府刚下来一个文，

对粮食总量和播种面积下达
了指标，跟去年一样要稳定
住。今年要实现稳产压力还
是不小的！”该人士介绍，尽
管去年无锡推行“菜改稻”
后，锡山区可增加1500亩水
稻田，惠山区可新增几百
亩。但也有一些菜农跑到江
阴“谋生”后导致当地水稻面
积减少。加之这一轮休耕轮
作了20万亩小麦，地产粮食
种植面积的几乎没有增量。
此外，去年水稻的年产量接
近37万吨，可以说是产量很
高的年景。而从此前的气候
来看，对在田的小麦实现高
产并不利。至于水稻，还要
看下半年的气候。

杨巷大米价格恢复常态

无锡“粮仓”可保障290天

批发商没打算“囤米”

高端大米销量冲高

商务部：
无须在家中囤积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