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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习近平总书记谈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2021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达到13657亿斤。图为2021年10月12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农
民在驾驶农机收割水稻。

来源：求是网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在粮食安全
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
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
理。”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
题。在2022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中，总书记深入分析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作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供给总量充
足、库存充裕，以占世界9%的耕地、6%
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
的人口。同时也要看到，从吃饱到吃
好，消费结构还在不断升级，粮食需求

仍然呈刚性增长态势，紧平衡的格局
短期内难以改变，绝不能高枕无忧。

粮食安全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什么样

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深刻判
断：

“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
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再加
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确保粮食安全
的弦要始终绷得很紧很紧，宁可多生

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
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总书记明确要求：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

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
题。”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像保护
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严防死守 18亿
亩耕地红线，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
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
求。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农

田就是农田，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
别是粮食生产，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

对于一些地方占用基本农田大搞
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一些地方在公
路、铁路、河渠两旁占用良田建设几十
米甚至几百米宽的绿化带的耕地乱
象，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指出：

“我们土地是不少，但同14亿人口

的需求一比，又是稀缺资源！建城市、
搞工业、保生态都要用地，必须精打细
算，排出优先序，绝不能占用耕地和违
背自然规律去搞造林绿化。各省区市
现有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必须保住，
不能再往下降了！”

农田必须是良田。保耕地，不仅要
保数量，还要提质量，才能确保18亿亩
耕地实至名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
手，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提高建设标准
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这个决心一定要下，该拿的钱一
定要拿！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
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要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

耕地就那么多，稳产增产根本出
路在科技。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
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
大的突破，各国都在抢占制高点。作
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绝不能落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
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农业

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近些年，我国种
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为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种业发展基础仍不牢固，保障种源自
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
绷得更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专门讲到种子问题。在《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明确要求：

“要拿出攻破‘卡脖子’技术的干
劲，明确方向和目标，加快实施农业生
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早日实现重要
农产品的种源自主可控。有关部门要
在严格监管、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推
进生物育种研发应用。”

总书记还强调：

“要加快打通科技进村入户的通
道，促进政府公益性服务和市场社会
化服务协同发力。既要用物联网、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农业，
也要加快补上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
业机械等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短板，特
别是要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
度，加强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防灾减
灾体系等建设。”

“让农民种粮有钱挣”

亿万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保
障粮食安全，必须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让农
民种粮有钱挣”。

针对种粮成本偏高等问题，总书

记提出具体要求：
“要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

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
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
险范围。”

“要创新经营方式，要培育好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
家一户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
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

“要加强农民农业生产技术和管
理能力培训，促进管理现代化。”

“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
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强调“粮食安
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

负责，书记也要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如果各地都只想吃饭不想种粮、

只想吃肉不想养猪，那谁来保供给！”

“不能把粮食当成一般商品，光算
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
长远账。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
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饭碗要一起

端、责任要一起扛。此乃国之大者！”
“要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加大奖补力度，决不能让重农抓粮
吃亏！”

“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

现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
不断升级，人民群众的食物消费需求
日益多元化。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大食物观”的要
求，指出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
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

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
记对农产品保供提出了“既要保数量，
也要保多样、保质量”的要求，强调：

“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继续抓好生猪
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

“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麦等一些
大宗农产品生产，要抓紧研究部署，该
扩大产量的要果断下决心，不能让人
家拿住我们！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
事！”

“要打好农产品贸易这张牌，但关
键要控风险、可替代、有备手，实施农
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走出
去，提高关键物流节点掌控能力，增强
供应链韧性。”

“保粮食安全要一个品种一个品
种深入研究、制定方案、落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