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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如何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8 月 30 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 就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

告进行专题询问。

如何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怎样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问题，国务院相

关部门负责人予以坦诚回应。

千方百计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保障粮食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的

重要民生期盼。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丛

斌询问：如何在粮食生产的整个链条中

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回答问

题时表示， 吃得饱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吃得营养安全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的重点。 今后将在保障粮食数量的基础

上，加大政策支持，强化科技创新，加强

指导服务， 着力推进粮食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增加

绿色优质粮食供给。

他介绍， 要强化育种创新调结构，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种源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积极推行绿色生产方

式， 深入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规范用药时间、用药剂量、用药品种，让

产地环境净起来； 强化品牌建设提质

量，健全农业品牌标准，鼓励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全面推行农产品质

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也予

以答复。 他说，田间管理对粮食质量非

常重要，产后的运输、储存、加工等环节

对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也同样具有重要

意义。 将重点开展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

障体系 、持续完善粮食标准体系 、强化

全链条粮食质量安全管控、构建多层次

检验监测体系等 4 方面工作，认真做好

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制定、 监督执法、处

罚问责等工作，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

吃得放心。

谋实招出硬招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

性是打牢粮食安全基础的关键。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王刚提问，在提高农民种

粮收益、健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方面，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具

体采取什么措施予以保障？

唐仁健说，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根

本得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 ， 主产区抓

粮有积极性 。 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

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需要

健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 ”的政

策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培育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粮食生产经营主

体，同时加快发展代耕代种、全程托管

等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多措并举降成本、提效益。 ”

唐仁健说，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制度

化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努力让主产区

重农抓粮不吃亏。

财政部部长刘昆介绍，近年来，财

政部门全力支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下一步 ，财政部门将立足财政职能 ，积

极履职尽责 ， 加力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水平，让农民有钱赚 、有奔头 。 加大粮

食主产区支持力度，让主产区得实惠 、

有发展。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方面存在

哪些问题？ 在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方

面有什么安排？ 在强化农田水利建设方

面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措施？ 针对耕地保

护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全国人大代表

徐淙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回答说，近

两年，全国耕地总量持续减少的势头得

到初步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 受种粮

比较效益低的影响，有的地方耕地净减

少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非粮

化”“非农化”冲动依然强烈。 各类建设

不可避免还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但

是城乡建设用地为降低成本主要依靠

外延扩张，利用较为粗放，各类园区“圈

占”、闲置浪费耕地问题依然突出。 违法

违规用地问题仍较为突出，部分地方仍

然违规侵占耕地挖湖造景、超标准建设

绿色通道，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点多

面广时有发生。 全国宜耕的后备资源越

来越少，通过新开垦补充耕地难度越来

越大。

王广华说， 下一步， 自然资源部将

坚持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

续利用，采取过硬实招 ，切实守牢耕地

红线。 稳住耕地总量，优化耕地布局，压

实省级责任， 严控各类建设占用耕地，

着力盘活存量。 从源头上减少对耕地的

占用。 严格督察执法。 采取“长牙齿”的

硬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

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说，要确保我国

粮食安全，必须进一步强化农田水利建

设。 水利部将采取积极措施，完善农田

水利工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灌溉面积，

做好水旱灾害防御。

（郁琼源 严赋憬）

第 20 届东博会将办，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第 20 届 中 国—东 盟 博 览 会 和 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 9 月 16

日至 19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主题为“和

合共生建家园， 命运与共向未来———推

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经济

增长中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

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今年是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同时也是东博会创办第 20 个

年头。“办好本届东博会，是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深化中国—东

盟关系的重要抓手 ，节点特殊 、意义重

大。 ”商务部副部长李飞说。

李飞介绍，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红利释放，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

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

固，双方贸易额十年间扩大了 1.2 倍。截

至今年 7 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累计双向

投资额超过 3800 亿美元，在东盟设立直

接投资企业超过 6500 家。

当前， 中国和东盟双方正积极推进

自贸区 3.0 版谈判， 全面提升中国—东

盟经贸制度型开放水平。 中国—柬埔寨

自贸协定生效实施，中国—新加坡自贸

协定升级后续谈判实质性完成，中国—

东盟东部增长区、澜湄等次区域合作稳

步推进，都为区域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本届盛会立足中国与东盟合作新

起点，着眼高水平开放合作。 ”广西壮族

自治区副主席眭国华说， 将首次举办

“制度型开放：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主

题边会，与东盟国家在深化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领域形成相关

成果，升级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合作的高

能级平台。

据介绍，本届盛会参展国家超过 40

个，参展企业近 1700 家，其中外国展览

面积占 30%以上，东盟展览规模恢复至

疫情前水平。 中国组展紧扣中国—东盟

自贸区 3.0 版建设，突出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等重点领域合作， 首设数字技术、

上市公司、工业设计、智慧农业等展区，

近百家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等知名

企业参展。

本届东博会、峰会紧扣疫后经济复

苏大趋势、产业链融合大方向 ，将通过

系列举措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为

疫后区域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注入动

力。会期经贸促进活动将紧扣合作发展

热点， 预计签约的项目投资额将超过

4000 亿元 ， 其中制造业项目占比将超

过 40%。

李飞说，下一步 ，将全方位拓展与

东盟互利合作 ， 共同提升经贸合作水

平，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

一是共同提升贸易规模。 加强“一

带一路”框架下贸易畅通合作 ，加快培

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深化“丝路电商”

国际合作，推动电子商务双边合作机制

建设，强化跨境电商合作。

二是共同促进双向投资。 加强同东

盟国家在石化、钢铁、汽车、纺织等领域

投资合作，推动构建符合各自国家发展

需求的跨境产业链合作关系，促进数字

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投资合作。

三是共同推进互联互通。 发挥中老

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示范

作用，加强同东盟国家之间技术分享和

经验交流，带动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沿线

投资合作。

四是共同深化区域合作。 高质量实

施 RCEP， 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 加强同有关东盟国家在多

边机制框架下和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区域经济一

体化不断增添新动力。

（谢希瑶）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李飞、广西壮

族自治区副主席眭国华、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介绍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

第 20 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

陈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