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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专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谈“多国囤粮”：

疫情未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冲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震

今年粮食丰收
是大概率事件

近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世界多地
居民抢粮、囤粮的现象，一时间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

对此，张忠军表示，市民完全没有
必要囤粮、抢粮，更没有必要恐慌，因为
无论是从库存，还是供应角度，我国粮
食的产量都能满足国内人民群众的粮
食需求。

根据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粮食总
产量13277亿斤（约6 .64亿吨），比2018年
增加119亿斤，增长0 . 9%，创历史最高水
平，实现了“16连丰”。而根据农业部相关
信息分析，2020年粮食生产形势总体向
好，全年粮食丰收是大概率事件。

“其次，我国在粮食贸易上占比很
小，像是主粮，比如大米、小麦，进口量
只占国内消费总量的2%左右。”张忠军
说，国内粮食进口主要以大豆、粗粮（谷
物）等饲料粮为主，粮食库存和供应完
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市民无需担
心国内出现粮食危机。

根据商务部在4月2日下午解读的
中国粮食进口结构，中国粮食进口主要以
大豆等饲料粮为主，小麦、玉米、大米三大
主粮库存去年结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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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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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暴发在冬季
对农作物生产影响不大

张忠军坦言，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

我国粮农业态带来了一定影响，但这样
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暴发时间处于冬
季，首先对农作物生产影响并不大。这
部分影响主要体现在养殖业上，比如疫
情下交通运输受阻，饲料粮无法及时供
给；再比如水果、蔬菜的流通等方面可
能会遇到阻碍。”

而随着国内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这
部分影响正在逐渐变小。张忠军称，总
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并未对我国粮食
安全构成冲击。

此外，在全球方面，张忠军表示，疫
情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粮食产生影响，但
就全球而言，粮食也是充足的。联合国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也曾发文称，人
们无需恐慌，全球粮食供应量足以养活
每一个人。

各国不要限制粮食出口
全球问题需全球解决

疫情发生之后，多国考虑到粮食安
全问题而实行了限制出口的政策。国际
市场的新动向引起担心：多国囤粮，对
各国人民的饭碗会产生什么影响？对
此，张忠军表示，目前虽然他们还没有
收到各国官方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但
还是发出呼吁：建议各国不要限制粮食
出口。

“粮食是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张忠军举了一
个例子，2008年粮食危机，很多国家明
确限制粮食出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
后果，“粮食危机本来就是粮食供不
应求，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如果进一
步限制出口，则会加重价格上涨的态
势。加之本身市场供应不足，越来越多
的人买不起、买不到粮食，造成了人们
挨饿等后果。”

有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确保全球食品链正常运转至关重
要。2007-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
的应对经验证明，出口国为增加国内
粮食供应而限制出口，可能导致世界
粮食市场出现严重混乱，进而引发价
格飙升和波动加剧，这次绝不能重蹈
覆辙。

全球性问题就需要全球通力解
决。在疫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的公共
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的背景下，联
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必须确保粮食市
场正常运转，向所有人提供有关价
格、生产、消费和库存的实时信息。这
样就能减少不确定性，使生产者、消
费者、贸易商和加工商能够做出知情
决定，遏制全球粮食市场出现不必要
的恐慌行为。

正着手研究
疫情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张忠军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疫情发生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一方
面通过商务部捐赠了许多医疗设备；另
一方面，也着手研究疫情对中国农业的
影响。

“我们聘请了一些国际专家，就市
场供应链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此外，
对于农户的影响方面，比如收入、生产
经营等，我们也通过多个方法积极展开
调研。”张忠军说，待调研完毕，他们将
根据调研结果针对问题推出相关的解
决办法。

此外，张忠军表示，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球敲响了警钟，他们也在研究

“人与动物同一个健康”的课题。
“人的疾病七成以上来源于动物

（野生动物），如何让我们都更加健康
地生活，相关专家也在继续关注和研
究中。”

当前，国际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内
外都对粮食问题高度关注。我国粮食安
全形势如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
责人表示，面对新情况新形势，我们有信
心、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
战，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人的
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且主要
装中国粮。

粮食产能稳定，产量保持在历史较
高水平。通过贯彻“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性
的“十六连丰”，粮食产量连续5年达到
1 . 3万亿斤以上。

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中央储备和
地方储备协同运作、政府储备和企业库
存互为补充的粮食库存体系，粮食总库
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稻谷库
存均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成为
应对突发事件、市场保供稳价的安全防
线。

2019年，扎实开展全国政策性粮食
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摸清了“家底”。
粮食储备发挥了重要“压舱石”作用，国
内粮食市场保持了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运行平稳的良好态势。

从中长期来讲，我国的粮食产需仍
将保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粮食
和物资储备部门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统
筹安排，切实履职尽责，以迎接大战大考
的高度自觉，扎实做好粮油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切实维护区域粮食安全，确保了
全国粮油市场稳定有序。

对于近期个别国家采取限制粮食出
口措施的问题，相关负责人分析称，个别
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
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保障国内粮食供应。过度恐慌、抢购粮
油，大可不必。

从供给情况看，我国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特别是稻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连
续多年产大于需，有少量进口主要是为
了品种调剂。以2019年为例，大米和小麦
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量的 1 . 8 %和
2 . 3%。应该说，即使不进口也不影响国内
口粮供应。

据新华社

本报济南4月3日讯（记者 王杰 张
晓燕） 3日24时，济南将正式停止供暖。
自2008年济南市实行“看天供暖”制度以
来，本采暖季为停暖时间最晚的一次，更
是成为“史上最长供暖季”。没有了乍暖还
寒之际的“倒春寒”，市民们感到今年济南春
天尤为温暖。

“现在都4月了，暖气片还热着，真没
想到今年供暖这么长时间。”70岁的韩华

（化名）家住玉函路一小区。年事愈高，愈不
耐冷，受不了北方“倒春寒”，韩华与老伴索
性在海南置办了房产，夏、秋季在济南，春、
冬季去海南疗养。

老两口今年原本计划一直在海南呆
到4月，限于疫情，老两口于2月底不得已
回到济南。回家后的1个多月至今，家中
的暖气片一直热着，韩华颇欣慰，“今年
的供暖真好，一直持续到四月天，即便眼
下停暖，天气那么暖和，也不会感觉到冷
了。”

“前些年，停暖后一定要用段时间的电
暖器，今年都没拿出来用。后面几天天气也
暖和起来了，算是温暖过渡。”比起韩华老
两口的候鸟式过冬，佛山苑小区的丁女士
自从2014退休后还没离开过济南。

对照往年，今年4月家中暖气还温和

的现状，丁女士满意之余还有些意外，“去
年11月初暖气片就热了，一直到现在，足足
有5个月。”

自2008年济南市供热实行“看天供暖”
制度以来，每年3月中旬，“延长供暖”都会
成为百姓议论热点。根据《济南市城市集中
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济南市区采暖期起止
时间为当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次年三月十五
日，根据气候变化，决定提前或者延长供暖
时间。

结合数据分析，“看天供暖”这一人性
化供暖方式自颁布以来的12年间，济南市
几乎每年都有延长供暖。

问及供暖延期如此之长，济南市一家热
企工作人员认为，根据往年惯例，今年3月中
旬济南其实就已经具备正常停暖气的条件，

“但考虑到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再加上3月下
旬出现的降雨、降温天气，所以供暖时间一
再延期”。

据了解，济南热电解决了纬北社区、王
官庄小区、吉尔西苑、明星小区等102个老
旧小区134万平方米，涉及1 . 6万户的供热
问题。而济南热力在此方面也持续发力，为
保障用热，济南热力把解决老旧小区供暖
问题作为头等大事，2019年解决了老城区
23个“孤岛小区”的供热难题。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过度恐慌大可不必

葛相关链接

济南“史上最长供暖季”今结束
因疫情防控需要而一再延期，“看天供暖”已经实行12年

粮食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
注的话题。疫情对我国粮食带来
什么影响？老百姓吃饭问题是否
会受到波及……4月3日，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农
组织”）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张忠
军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
独家专访，谈了疫情对粮食的影
响以及该组织目前正在着手研究
的课题。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

助理代表张忠军接受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专访。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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