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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轉基因主糧生產須慎重

兩會 焦聚

國務院法制辦在兩會前夕公佈了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糧食
局會同有關部門起草的《糧食法徵求意見稿》，其中特

別提出「轉基因糧食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進出
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
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

吃轉基因食品 兩年無恙才安全
對於內地由來已久的「轉基因之爭」，袁隆平作為舉足輕重

的農業專家自稱是「中間派」。儘管如此，但他仍認為，在沒
有實驗結果作為根據的前提下，將轉基因用於主糧生產要慎
重。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這樣用那麼多人的

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實驗來冒險。」他說：「我願意吃轉基因
食品，來親自做這個實驗，但是問題是我已經沒有生育能力
了，轉基因對性能力和遺傳性的影響是需要實驗證明的，如
果有年輕人自願做實驗，吃轉基因食品兩年以上，不影響生
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但他強調，從科學的角度，轉基因是發展方向，不能一概

而論。沒有親自實驗過就沒有發言權，不要輕易地肯定或否
定，也不要猜測和推論，要用事實說話。

農民多可憐 補石油不如補農民
另外，袁隆平在今年兩會帶來的提案是《關於糧價的建

議》。提案中指出，根據湖南省物價局調查統計，2011年農民
種植每畝水稻，除去國家的糧食補貼，純收益只有7.5元。
「七塊五啊！太少了，農民多窮啊，農民多可憐啊！」袁

隆平激動地說，「種地拿不到錢，農民就不種了，拋棄耕地
到城裡打工去了，種田的人越來越少，糧食從哪裡來呢？」
最讓袁隆平擔心的還是糧價問題。糧食價格一旦上漲，就

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導致整個物價的上漲，甚至引起社會動
亂。但另一方面，糧價偏低則穀賤傷農，影響農民種糧的積
極性，甚至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

農民種一畝地收入 僅兩包煙錢
對此，袁隆平建議，政府要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

食，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收入，保住農民的基本利益，
保住耕地。然後再以平價出售糧食，保障民生，保證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證國家糧食的安全和價格的平穩。
對於國家對石油企業的補貼政策，袁隆平也表示了不解，

他說，國家每年拿上億的錢來補貼石油企業更不合理。石油
都是高價、高利潤的壟斷企業，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錢人，都
是開小車的人，哪裡還需要國家的補助？他說，「為什麼不
拿這個錢來補貼農民？農民辛辛苦苦種一畝地得了100塊錢，
就是很多有錢人的兩包煙錢。」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王曉雪）全國政協委

員、「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中國經濟周

刊》訪問時表示，對於轉基因之爭，自己是「中間

派」，但他仍認為，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人的健

康和生命安全做實驗和冒險，將轉基因用於主糧生

產須慎重。他並強調，國家每年拿上億的錢來補貼

石油企業不合理，補石油不如補農民。

豫村醫倡建免費體檢站

「千手觀音」邰麗華 感受兩會溫情

中國人口紅利期將延至2030年

粵將續推優化政策 助港企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袁隆平於
1930年9月1日出生於北平（今北京），漢族，江西省德
安縣人，無黨派人士，現居湖南長沙。他是中國雜交水
稻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被世界同行譽為「雜交
水稻之父」。
自1964年，袁隆平開始研究雜交水稻技術，1973年實

現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個雜交水稻強優組合南優
2號，1975年研製成功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從而為大面
積推廣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1986年10月，袁隆平提出
了「雜交水稻育種的戰略設想」，高瞻遠矚地設想了雜
交水稻的二個戰略發展階段，即三系法為主的器種間雜
種優勢利用；兩系法為主的秈粳亞種雜種優勢利用；一
系法為主的遠緣雜種優勢利用。

培育雜交水稻被多國引進　　
隨㠥雜交水稻在世界各國試驗試種，雜交稻已引起世

界範圍的關注，美國、日本、巴西、阿根廷等100多個
國家紛紛引進雜交水稻。
自1981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成果在國內獲得建國以來

第一個特等發明獎之後，從1985—1988年的短短4年
內，又連續榮獲3個國際性科學大獎。國際水稻研究所
所長、印度前農業部長斯瓦米納森博士高度評價說：
「我們把袁隆平先生稱為『雜交水稻之父』，因為他的成
就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他的成就給人
類帶來了福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接

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今年將積極推動在粵港

企轉型升級和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2003年10月3日，胡錦濤主席在湖南視察國家雜交

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在袁隆平(右)陪同下觀看水

稻新品種。 資料圖片

■82歲高齡的袁隆平自稱是「80後」，他說，等自己

成了「90後」時，超級稻畝產1,000公斤的目標一定

能夠實現。 資料圖片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料資小

絮

■盧展工書記閱讀本報後，稱讚「報道做得非

常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解詠荃 攝

盧展工讚本報
兩會報道非常好

花會兩

人民不是小白鼠 不能用健康和生命冒險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全國人大代表、河南
省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莊村村醫馬文芳，在13日的記者會上
表示，自從農村醫改後，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確實得到
了極大的緩解。但農民如能在患病前期就知曉病情，國家和
農民自身的花費就會更少。因此他呼籲，國家出資在每個鄉
村建一個體檢站，使老百姓對疾病能早發現、早治療、早預
防，農民省錢了，國家也省錢了。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李叢書）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市場需求減少，成本不斷
升高，導致出口增速下行壓力持續增加，對於外向
依存度達到110%以上的廣東省，今年外貿工作面臨
的壓力比往年及其他省份更大。面對當前嚴峻的形
勢，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在
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今年廣東省外經貿
廳將在力保市場份額、各項增速、企業經營穩定的
基本前提下，力爭在加快結構調整、加快自主創
新、加快轉型升級上取得更大成效；在推動港資企
業轉型升級方面，廣東將進一步優化政策，改善政
務服務環境，做企業轉型升級的堅強後盾，並力促
有實力的企業抓住歐債契機「走出去」投資併購。

加快推動港企轉型升級
2010年下半年以來，受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影

響，廣大在粵外商投資企業面臨外需持續低迷和綜
合成本大幅提升的雙重壓力，經營發展遇到了一定

的困難，對以港資企業為代表的傳統外經貿行業帶
來了強烈衝擊。
據統計，直到去年年底，在廣東省的港資企業累

計超過11萬家，佔當地外商投資企業總數超過七
成。對此，梁耀文表示，推動港資企業轉型升級是
加快廣東外經貿戰略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政府
層面來看，關鍵是進一步優化政策環境，改善政務
服務環境，做企業轉型升級的堅強後盾。

緊抓歐債契機「走出去」
梁耀文透露，廣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實施

「走出去」戰略，將健全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體系，
爭取《關於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加快培育本土跨
國公司的指導意見》盡快出台；支持優勢企業通過
租賃、合資、股權收購等途徑獲取國外核心技術和
知名品牌，對併購項目的貸款給予信貸支持；引導
企業建設境外生產加工和銷售基地，推進部分產業
有序向外轉移，促進省內產業結構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戚紅麗、劉蕊、

解詠荃）近來，隨㠥沿海地區頻發的農民工荒
和企業勞動成本的增加，不少人認為中國人口
紅利期已經消失，未來可能面臨勞動力短缺的
問題。但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參事、全國人
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馬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中國人口紅利期會延續到2030年左右，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動力短缺不會成為中國
經濟發展的制約性因素。

料到2050年仍不缺勞動力
馬力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呈現

出勞動力多、撫養比低、儲蓄率高三大人口紅
利特點，其中撫養比也即勞動年齡人口（15－
59歲）與非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在2012年達到

最低點，約為38%，屬於深度人口紅利期。馬
力的研究團隊調查後推測，從2016年到2026年
間，中國勞動力數量將保持在10億人左右，是
勞動力最豐富的時期，到2050年，這一數字會
下降到8.9億，但仍然與2000年持平，「所以中
國根本不缺勞動力」。

需提高就業才能實現紅利
雖然中國還處於人口紅利期內，但馬力表示

中國目前的人口紅利還沒有完全實現，「在勞
動年齡人口中，有一部分屬於隱形失業人口，
比如還有數億農村勞動人口需要轉移。我們現
在要做的是將潛在人口紅利變成現實人口紅
利，這需要政府不斷提高就業率，只有讓勞動
年齡人口充分就業才能實現紅利。」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 李茜

婷）全國政
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團長
邰麗華（見圖）在出席全國政協
十一屆五次會議閉幕式時，向本
報記者表達了她的參會感受。她
說，在會議期間，許多代表和委
員十分關注殘疾人群體，在與他
們的交流中，她感受到濃濃的溫

情。

著名舞蹈節目《千手觀音》領

舞者、聾啞委員邰麗華通過手語

翻譯對本報記者說，她任內最大

的感受就是，會內會外都洋溢㠥

真情，讓她感到十分溫暖。無論

是在全體會議上，還是在小組討

論中，通過其他委員的眼神和話

語，她都能感受到，許多人都非

常關注特殊事業，並希望貢獻出

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戚紅麗、劉蕊）來自基層的全
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新鄉市糖
業煙酒總公司董事長買世蕊
（見圖）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她作為一名從基層走出來
的代表，最關注的是百姓的呼
聲和期盼。

買世蕊告訴記者，她的提案和
議案大都是反映民生的。如百姓
的看病難，看不起病的問題；房
價高，百姓買不起房的問題；教
育不公平的問題；青少年教育領
域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等，受
到了各級政府和人大的高度重
視。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戚紅麗、劉蕊、

解詠荃）13日下午，河南代表團舉行最後一次全
體會議，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勉勵各位要繼續履
行好人民代表的職責，感謝全體代表對他這位
「團長」的支持。他並於會後特別誇讚此次香港
文匯報對河南代表團的報道做得非常好。
會議結束後，香港文匯報兩會報道組記者在樓

梯口遇到盧展工，向盧展工書記匯報了此次本報
對河南代表團的報道情況。截至到3月13日，本
報共刊登關於河南代表委員稿件35篇，其中頭版
新聞專題一篇，其他新聞專題、代表委員專訪17
篇。香港文匯網刊登文字以及圖片逾60篇。盧展
工聽到匯報後，不住點頭誇讚：「香港文匯報這
次報道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3月8日，本報以《盧展工：中部崛起的

河南探索》為題頭版刊登報道中原經濟區上升為
國家戰略，納入全國主體功能區後，品牌效應凸
顯。該報道在代表中間引起極大地反響。周口市
市委書記徐光告訴記者，通過香港文匯報的報
道，更加深刻了解了上級的精神，同時通過本報
的「地方政要有話說」、「主帥新思維」等欄目
了解到其他地市的發展思路，「起到了相互學
習、相互借鑒的作用」。

基層代表買世蕊：反映民生不敢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