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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浪费重视粮食安全  挖掘新农业发展潜力 
 

通信信息报总编辑  刘红权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生活物资极大丰富,但节约粮食的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不能

丢,而且在全球疫情影响的背景下,“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更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幸福和国家长治

久安。 

    对粮食安全保持危机意识 

    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单产、总产上来看,都远超世界

平均水平,粮食自给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是面对当今全球疫情下粮食安全形势以及普遍存在的餐

饮浪费现象,全社会掀起“杜绝餐饮浪费,重视粮食安全”的新风尚,正当其时。 

    近年来,“节约粮食”的观念在大众的意识里逐渐淡薄,暴饮暴食、铺张浪费现象更是惊人。

有关报告披露,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大型聚会浪费达38%,

学生盒饭有 1/3被扔掉。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在 1700万至 1800万吨之间,相当于 3000

万至 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与上述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

等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 2020年大幅增加 1.3亿人,全世界

将有 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警,今年共有 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

世界或将面临 50 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如果事态如报告所预测的方向发展,粮食将成为重要的

国家战略资源,粮食出口国为求自保将限制甚至禁止出口,而粮食进口国也将加大收购力度,且目前

已经显露端倪。 

    因此,“杜绝餐饮浪费和重视粮食安全”的提出是基于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政治环境不稳定的

一次“风险警示”和预期引导。同时,也是树立“厉行节约、节约粮食”之风,开展传统道德文化

传承的一次社会教育课,倡导文明的餐饮文化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很有必要,这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

也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体质。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凡事预则立,重视粮食安全,加快农业发展,已时

不我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提出“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脱贫攻坚”为农业大发展蓄势 

    全球疫情带来的影响是深远且巨大的,如果发生地缘政治危机和粮食安全危机,丰厚的农业资

源和粮食自给保障将是一个国家最坚固的战略“王牌”。 

    从每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发展,就可以看出推进农村事业和农业发展一直是我国排在前

列的重要工作和任务。特别是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战”,从脱贫目标到战略意义,都将载入史册,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了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

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 2016年 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均超过 1000万人,累计脱贫 5564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年底的 10.2%下降到 2016年底的 4.5%,下降 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将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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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脱贫攻坚之战,提升的不仅是农民的收入,农村基础设施、产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展滞后的农村将不断增强造血能力,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脱贫攻坚是我国大力发展农村农业战略的一步蓄势之棋,特别是在推动经济实现“双循环”这

一新的格局下,完成脱贫任务的广大农村将进发出新的活力和潜力,农业现代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抓住机遇推进农业农村大发展 

    “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

改革。”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以系统论和战略思维再次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治国之要,大力发展农业农村事业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笔者认为,

可从以下四方面来思考农业发展问题。 

    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适应不同的

农作物生长,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农产品结构,对特色农业品种的种植进行规划,同时,利用科学的数

据分析,对市场需求做出预判,以防止供给与需求脱钩,导致产品滞销的情况出现。 

    二、政策护航,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针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客观现状,政策层面要积极疏通

症结,积极推动农业股份制和农村合作社发展,农民可通过生产要素入股参股,引进社会资源统一组

织生产,为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 

    三、城乡对接,建立大都市圈供应链。建立农村与城镇产品供应链体系,推进城镇需求农村产

品供给直接的对接,加强销售电商化和物流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拉近城乡距离,缩短农产品“城乡循

环”的空间、时间及信息差。 

    四、科技赋能,推进农业现代化。将 5G、物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加工、

销售的各个环节之中,实现对传统技术流程的赋能,提升生产效率。例如中国电信就与多省建立合

作,将 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等方面的技术运用到养殖、种植等多个细分行业,以智慧赋能农

业,助力扶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