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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今春，初雪在整整遲到了一百天

後悄然而至，韓長賦在上班途中即

興賦詩一首：「最喜瑞雪兆豐年，今冬遲來一百天，抗

旱澆麥人努力，天道酬勤大自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當日，韓長賦對裹 一身風雪的本報記者連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他並指出，今年糧食生產先後遭遇

北方冬麥區冬春連旱、長江流域旱澇急轉、西南地區嚴

重乾旱等自然災害，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依然實現

了高基數上的糧食總產八連增。

中國人須端好自己的飯碗
對中國這個擁有的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每天13億

人都要張嘴吃飯，不能餓肚子。統計顯示，每年全世界

的大米貿易總量約為500億-600億斤左右，僅相當於中

國大米消費量15%左右，韓長賦強調，以中國龐大的人

口需求，即使全世界的貿易量全部賣給中國也不夠吃，

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解決。也就是說，中國人的飯碗必

須要端在自己手裡。

當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重要時

期，隨 人口總量增加、城鎮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費

水平提高和工業用途拓展，對糧食的需求將呈剛性增長

態勢，對糧食的品種品質結構和區域結構亦提出新的要

求。與此同時，中國並未從根本上擺脫靠天吃飯，農田

水利基礎設施薄弱，旱澇保收的農田僅佔36%，保障中

國糧食安全的壓力依然存在。

中國農業能應對未來人口
韓長賦指出，解決13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治國安邦的

頭等大事，而中國的糧食安全必須立足國內基本解決。

當然，中國農業也要面向兩個市場，但從中國的國情出

發，只能擇機適當進口、進行品種調劑，決不能依賴進

口，中國要努力保持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要糧食品

種自給率在95%，以保持國內供需的基本平衡。

按照聯合國提出的標準，糧食安全的概念是人均糧食

產量達到400公斤。韓長賦說，據測算2033年左右中國

人口峰值將可能達到15億，未來糧食產量只有達到1.2

萬億斤，才能實現人均800斤的水平。今年中國糧食產

量已經邁上1.1萬億斤的新台階，屆時中國完全有能力

達到這一糧食生產水平以應對人口高峰。

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加大力度
在「十二五」開局之年，國家對中長期國家糧食

安全已做出規劃。韓長賦表示，「十二五」期間，

中國的糧食生產要確保95%以上的自給率，以提升

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為核心，以實施新增千億斤糧食

生產能力等重大戰略規劃為抓手，嚴格保護耕地守

住18億畝紅線，並加強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建設，

將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單產、優化品種結構作

為主攻方向，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努

力把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在16億畝以上。

進入韓長賦部長辦公室，陳列簡
樸，辦公桌前方牆上的中國地圖電子
滾動屏分外醒目，從中國行政圖、地
形圖到水稻、小麥與玉米、大豆主產
區分佈圖，一年四季中國農業變遷大
勢盡收眼底。工作人員透露，這個電
子滾動地圖是部長兩年前到任農業部
時的「發明」。問及部長業餘愛好，
韓長賦笑言：「我到每個地方，都對

了解當地的公路走向和河流分佈非常
感興趣。」而這些亦與農業有關。

面壁圖索實地探查並行
此前，在內蒙古開牧區工作會議

時，韓長賦在飛機上看到地表河流九
曲迴腸、縱橫交錯，午飯後沒有休息
而是找來一輛吉普車，花近兩小時找
到海拉爾河與伊敏河交匯入口。事實
上，每次下基層前，韓長賦都會「按
圖索驥」了解當地的地理農情。他
說，「按圖索驥」與實地探查應該是

並行的，只站在田間地頭很難胸懷全
局，而站在地圖前雖能放眼全球，但
心裡卻不踏實。
韓長賦任職吉林時特別重視汽車工

業，他指搞農業顯然與汽車業不同，
要掌握中國農業，必須真正深入各地
才能對當地的生產條件、生產傳統、
種植結構及四時節氣瞭然於胸，更要
了解各地的經濟地理、人文地理，才
能做到因地制宜，科學決策。他感
慨，從事農業工作，要有「人定勝天」
的信念，也要尊重自然規律。

來自基層，看重基層，被譽為「三農之子」的韓長
賦曾在履新農業部部長時寫下一首七言：「九州拓荒
贊炎黃，千年耕織盼小康。而今我為百戶長，從此為
民奔錢糧。」如今，韓長賦已走遍全國一半以上的縣
及三分之二的地市州，他認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
是最大的危險，只有深入基層和農民群眾，才能了解
基層的真實情況、農民的真實想法和願望，真正實現
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問需於民。

了解農情 感同身受　
此前，農業部的「百鄉萬戶調查」活動共組織113

名幹部進行歷時一個月的駐鄉駐村調查，以了解農

情、錘煉作風、促進春耕、推動落實。今年8月，農
業部又組織50名機關青年幹部到基層開展「接地氣、
察民情」實踐鍛煉活動，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駐點新疆的幹部講到，新疆農民西紅柿賣不出去，

交售隊伍一排就是一兩天，夏天毒辣的日頭下，西紅
柿的筐壓得汁都流了出來，他覺得流出來的紅水不是
西紅柿汁，而是農民的血汗。韓長賦認為，如果不是
在農村生活過，這種感情和心情是不會有的。

促市民化 全面保障
據統計，2010年，中國農民工2.42億人，農業從業

人數2.79億，「十二五」期間計劃轉移4000萬人。韓

長賦指出，目前農民工在外出就業過程中可能還會
遇到就業、住房、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困難
或問題，這是中國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其根本原
因在於中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尚未消除。
韓長賦認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是中國城

鎮化健康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標誌。農民工
市民化要做到就業無障礙、生計有保障、權利要平
等，公共服務全覆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不再被
稱為「農民工」，才能真正安居樂業，過上「有尊嚴
的生活」。
考慮到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特點，

在農民工的城鄉雙向流動中，從城市流回去的數量
將會大為減少，從農村淨流出的速度將會明顯加
快，農民工成為新市民以及中國基本完成城鎮化的
進程有可能加快。因此，需在宏觀決策、工作部
署、政策積累上做出相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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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明年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農業部在連續

十五年間對港提供高質量鮮活農產品方面做了哪些貢

獻？

韓長賦：多年來，中央及相關省份對香港農產品
供應問題高度重視，支持、保障香港同胞的農產品
特別是鮮活農產品供給始終是中央高度關心的事，
也是各級農業部門認真做好的事。這些年，相信香
港同胞都有體會，內地各級政府和企業在數量、質
量和時間上的保障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都很用心，
寧可減少自己消費，也要將鮮活農產品、質量好的
農產品優先保證香港，內地與香港同胞之間的感情
是與生俱來的。
從農業部的角度來說，保證香港農產品供給一定做

到保質保量、優先優惠，這是農業部的基本工作想法
和準則。
明年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希望有機會再去香港看

看，也很願意為香港同胞多做些事。

糧價宜合理　保溫和上行　
記　者：受經濟波動影響，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一度

出現「過山車」的走勢，您如何看待農產品價格的大

起大落？

韓長賦：價格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調動普遍而巨
大，比如去年是「蒜你狠」，今年是「蒜你完」，價格
這個指揮棒很靈，保面積也主要依靠價格信號。
農產品價格不能暴漲也不能過低，需同時兼顧農民

和市民，特別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承受能力，同時，
穀賤傷農不種糧，豬賤傷農不養豬，保持合理水平並
溫和上行是較好的狀態。
此輪農產品價格包括糧食價格上漲，上漲幅度低於

世界同期的糧食上漲幅度。考慮到生產成本的快速增
長、需求拉動以及機會成本，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及糧
食價格不可能過低，因此需要搞好農業生產，提高生
產能力和保供能力，同時做好市場調控，保證糧食和
其他農產品價格維持在合理水平，並給予城市的低收
入人口適當的補貼。

豐收抑通脹　帶動CPI回落
記　者：今年中國遭遇乾旱，物價上漲導致通脹預

期加劇，您認為糧食豐收與抑制通脹、穩定物價之間

有怎樣的關係？

韓長賦：通貨膨脹成因複雜，應全面認識農產品價
格適度上漲的合理性，不能簡單地把農產品價格上漲
視為通脹的主因。但農業豐收特別是糧食豐收，對於
穩定通脹預期、抑制物價上漲確實發揮了重要的基礎
和支撐作用。
今年的糧食等價格總體呈上漲趨勢，但最近農業豐

收的信號一釋放，農產品價格開始下降，帶動CPI也
逐月回落。從今年8月開始生豬出欄增加，近期存欄
也在增加，這將預示 5個月後出欄供應量的增加。
目前，生豬、仔豬、豬肉價格已經連續十周回落，但
需盡量減少波動，保證價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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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規劃確保糧食安全「十二五」自給率望超95%

公餘愛好 不離地理農情

專訪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當日，恰逢北京今冬
第一場雪。見面伊始，「雪」成為雙方的寒暄話
題，韓長賦興致盎然：「你們今天帶來一場雪，也
給我們明年的夏糧豐收帶來好兆頭。如果說什麼最
重要，那就是糧食，糧豬安天下！」

兩場雪證胡溫重農
去年冬天的第一場雪遲遲不下，聯合國糧農組織

預警華北大旱糧食減
產，糧價推高CPI令海
內外無不擔憂。當時

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春節期間都去麥田考察
抗旱。正月初五，韓長賦趕赴河北和山東等地，查
看小麥旱情。正月初七，春節後一上班，國務院第
一個會議即討論抗旱澆麥保夏糧，同日下午，農業
部召開抗旱促春管視頻會，進一步貫徹部署。
直至正月初八，雪終於來了。韓長賦回憶當時的

情景：「早上起來拉開窗簾，那種激動的心情無以
言表，跟農民的心情完全一樣！」

實現飯碗滿荷包實
評價中國農業，既要看中國人飯碗滿不滿，又要

看農民荷包實不實。韓長賦對農民的荷包分外重
視，上任伊始立下「軍令狀」：千方百計保持糧食
穩定發展，總產量在一萬億斤以上；千方百計保持
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增幅在7%以上。他欣慰地說：
「這兩年，兩個千方百計都已經實現了！」

兔年實現史上糧食超萬億斤八連增，原因何在？
韓長賦數出五條經驗：中央政策給力，農業科技到
位，防災抗災有效，各方合力推進，糧食價格拉動。

政策給力 強農惠農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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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曉雪攝

■韓長賦在田間地頭傾聽民意。

■韓長賦向本報介紹辦公室內的水稻、
玉米主產區分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