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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針對洪澇災害是否影響中國糧

食安全的問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

部副部長周學文昨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通過各項救災措施，加強種

植管理，今年的洪澇災害對糧食安全不會有影響。他還表示，今年洪澇災

害造成6,346萬人次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789.6億元（人民幣），比前5

年均值偏多12.7%和15.5%。預計後期仍有嚴重汛情。

雨水豐搶收早 洪災無損糧食安全
防總：今年洪澇已致6346萬人次受災 比前5年均值多12.7%

周學文表示，今年洪澇災害導致6,032.6
千公頃農作物受災，其中絕收1,140.8

千公頃，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地
區。他說，「共有800多個圩子（低窪地區
防水護田的堤岸）進水，有些圩子在進水以
前就將早稻收割完了，但有些還沒來得及收
割，江西搶收了約三分之一，安徽洪水發生
較晚，搶收得更多一些。」

災民回歸 生產有序恢復
周學文表示，目前受災地區正在組織集
中排水，搶種晚稻及一些經濟作物，受災民
眾也陸續回到家園，生產生活有序恢復，力
爭把經濟損失降低到最少。
周學文提出，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大水
之年往往是豐收之年，因為中國水資源本就
短缺，豐水年水資源保障條件更好，農作物
能夠得到更好生長。「通過各項救災措施，
加強種植管理，通過一些農業技術手段，今
年的洪澇災害對中國糧食安全不會有影
響。」他說。

收購量少 農民囤糧待沽
另據內地媒體報道，新冠疫情及氣候災
害不斷，糧食供需形勢引發各方關注。國家
統計局7月15日數據顯示，2020年內地夏
糧總產量14,281萬噸，比2019年增加120.8
萬噸。其中小麥產量13,168萬噸，比2019
年增加75.6萬噸。2020年夏糧播種面積略

減，但單產有所提高，內地夏糧產量創歷史
新高。
然而，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8月12日
發布數據則顯示，截至8月5日，夏糧主產
區小麥累計收購4,285.7萬噸，同比減少
938.3萬噸，引發各方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其中，河南收購912.4萬噸，同比減少538.8
萬噸。
對此，河南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相關負

責人表示，公告說的是收購量，不是總產
量。雖然今年的夏糧種植受到疫情和天氣雙
重影響，但河南省的夏糧仍然再獲豐收，全
省夏糧總產量750.75億斤，比去年還多出
了1.67億斤。
總產量高了，為何夏糧收購量卻同比減

少？有專家表示，今年玉米、小麥價格出現
多年少有的上漲行情，讓農民對未來糧食價
格上漲的心理預期增強。農民囤糧並期待糧
食價格繼續上漲，然後再賣個好價錢。

仍處汛期 防汛不能放鬆
另外，在展望後期汛情發展時，水利部
副部長葉建春在發布會上表示，當期中國仍
處於汛期，預計後期颱風降雨、局地暴雨、
華西秋雨等仍可能造成嚴重汛情。周學文亦
表示，雖然「七下八上」（特指7月下旬和
8月上旬）是中國的防汛關鍵期，但中國的
主汛期將延續到9月底，下階段發生洪澇災
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防汛工作不能放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
站消息，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制止餐
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強
立法，強化監管，採取有效措施，建立
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將按照「要
加強立法，強化監管，採取有效措施，
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
為」要求，決定成立工作專班開展相關
工作。目前正在對國內外有關制止餐飲
浪費行為相關立法、文件和政策措施進
行梳理研究。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一級

巡視員張桂龍介紹，人口眾多、土地資
源相對不足是中國基本國情，中國糧食
供求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憲法第十四
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國家厲行節約，反
對浪費；農業法第三十六條中也規定，
國家提倡珍惜和節約糧食。今年制定的
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
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
環境；第五百零九條第三款規定，當事
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應當避免浪費資
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此外，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已將制定糧
食安全保障法列為一類項目即「條件比

較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
案」，有關方面正在積極開展相關工
作。
張桂龍表示，總的來看，目前中國現
行法律中雖然有一些關於制止浪費行為
的原則規定和要求，但比較分散，系統
性、針對性、集成性還不夠強。下一
步，法工委將會同有關方面積極就加強
制止餐飲浪費行為立法問題認真研究，
通過多種立法、決定等形式，對制止餐
飲浪費行為作出具體明確規定，在糧食
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制定修改中
分別作出有針對性規定。

成立專班 人大擬為制止餐飲浪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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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繼湖北荊州12日通報一例康復患
者數月後復陽的病例後，上海昨日再
報一例從吉林來滬就醫的新冠肺炎復
陽病例。但對相關接觸者進行核酸檢
測的結果均為陰性，官方表示尚無證
據表明復陽病例存在傳播風險。此
外，今年6月份發生聚集性疫情的北
京新發地市場昨日宣布，將於8月15
日正式對外開放。北京豐台區委常
委、區政府常務副區長周新春介紹，
復市後新發地市場嚴格批零分開，取
消新發地市場零售功能，不再向個人
消費者開放。
周新春稱，正式復市後，新發地市
場將實行體溫一日一監測、攤位一日
一清洗、場所一日一消毒、市場一周
一次全面消殺，在市場出入口設立紅
外測溫設備，利用人臉識別技術，全
面、準確、快速登記進出人員信息，
做到可查詢、可追溯。安排第三方檢
測機構入駐，定期對市場內環境、物
品、包裝材料、公共用具開展新冠病
毒核酸抽檢。
同時，貨品進場需在新發地市場智

能管理系統上進行登記，上傳貨物品
種、數量、產地證明、產品檢測合格
證明等信息，市場對登記信息進行核
實，經確認無誤後方可進場交易。場
內交易時，由買方出示交易碼，賣方
識別後填寫貨品、金額、數量、產地
等信息，買賣雙方確定提交後再進行
貨物交易。交易完成後買方離場需展
示會員碼，由市場工作人員使用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掃描識
別買方會員二維碼，收集交易信息上
傳到智能管理系統，做到貨品來源信
息可追溯，貨品去向可清查。

24萬野生動物養殖從業者面臨轉型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新冠疫情之
後，「史上最嚴野生動物禁食令」備受關注。這道禁令
影響的物種涉及蛇類、雁鴨類、雉雞類、竹鼠、豪豬、
果子狸等六大類，相關從業人員超過24萬、在養動物
估值超110億元（人民幣，下同）、設施投資估值約74
億元。由於從業人員多、產值大，野生動物養殖業退出
轉產、處置補償工作經濟壓力和脫貧壓力較大。

在養動物估值超110億元
據了解，今年5月至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開展

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
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和
《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一決定一法」）執法
檢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躍躍，日前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一決定一法」實施情況
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首次披露了相關情況。報
告顯示，受「史上最嚴野生動物禁食令」影響的物種涉
及蛇類、雁鴨類、雉雞類、竹鼠、豪豬、果子狸等六大
類，相關從業人員超過24萬、在養動物估值超110億
元、設施投資估值約74億元。
報告顯示，此次執法檢查對內地31個省份「全覆
蓋」，對內地超過1萬家交易市場及經營戶進行停業整
頓，查辦了近500件野生動物違規交易案件。在肯定
「一決定一法」執行效果的同時，報告也指出了目前存
在的主要問題，其中包括轉型轉產難、野生動物保護名

錄亟待調整、執法監管機制和相關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
善、缺乏防範公共衞生安全風險的理念和制度設計等問
題。
「史上最嚴野生動物禁食令」發布後，部分未列入
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野生動物養殖企業面臨轉型轉產。
報告顯示，多個地方反映，目前對於需要轉型調整的養
殖企業相關配套的補償、處置、轉產的政策措施尚未及
時跟進和明確，很多養殖場處於「賣不得、殺不得、養
不起」的尷尬局面，養殖戶經濟損失較大。報告還建
議，對各類養殖場戶要精準施策，不要「一刀切」「一
關了之」「一殺了之」，要從物種、檢疫、資金、技
術、信息、設施、保管、運輸、加工利用、合理補償等
各環節、各渠道幫助解決實際問題。

相關保護名錄調整滯後
報告還指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等相關名錄調

整滯後，不能適應現實需要。現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
物名錄自1989年1月14日發布以來，系統性整體調整
工作遲滯。同時，現行「三有」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即
《國家保護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
生野生動物名錄》於2000年發布實施，尚未作出調
整。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程立峰指出，現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
物名錄自1989年發布以來，僅2003年調整增加一個物

種「麝」；現行「三有」名錄自2000年發布實施後，
至今未作出調整；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
名錄2017年才發布第一批。
程立峰認為，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與國家重

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三有」名錄有大量重疊交叉，
在法理上，3個名錄不應該重疊，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
物名錄沒有發揮地方名錄的保護管理作用。保護名錄調
整不及時，法律規定的制度落實不到位，野生動物保護
管控的範圍過窄。

親子遊環比增4倍 人均花費超4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8月中旬，
開學季即將來臨，攜程最新發布的《2020暑期親子遊
人氣報告》（下稱《報告》）顯示，跨省遊恢復以

來，親子遊人數環比增長了4倍，但相比去年同期，
親子遊恢復比例依然有限，在旅遊群體中的佔比下跌
11%。
《報告》顯示，跨省遊恢復後，7月下半月以來，在
跟團遊、自由行產品的訂單中，親子用戶的人數環比增
長了400%。今年暑期親子遊訂單佔總體旅遊訂單的
34%，仍為暑期最大出遊人群，但是相比去年同期的
45%下跌了11%。據悉，部分地方學校通知限制學生、
家長外出旅遊，亦導致親子遊人氣受到影響，佔比下
降。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高

舜禮表示，影響旅遊產業復甦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眾普
遍對疫情尚有疑慮或懼怕心理，不急於考慮出遊；二是
地方加碼管控，增加了出遊者的擔心；三是行業或部門
出台的限定政策，給決策出遊或接待帶來了影響。他舉
例指出，比如多地教育部門、中小學校不主張今年暑期
學生出遊或開展夏令營活動等。

中西部城市出遊需求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顯示，跨省遊開放後，精

緻的私家團和定製小團深受親子遊家庭的喜愛，佔比超
過20%，相比去年同期的佔比提高了1倍以上。一單一
團、專車專導的「私家團」，成為今年最流行的親子遊
產品。據統計，私家團產品中，約50%是親子用戶，
二大一小或者二大二小的組合，一家人獨立組成一個
團，暑期親子遊私家團人均花費超過4,000元。
從出發城市來看，一線城市消費者親子出遊的熱度

最高，佔據出行人群的主力。《報告》顯示，上海、成
都、廣州、北京、西安、深圳、武漢、重慶、南京、杭
州位列「暑期帶娃出遊TOP10出發城市」。此外，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西部城市出遊需求爆發，成都、西
安、武漢、重慶等城市的出遊人次飆升，環比增速超過
北上廣。目的地方面，雲南、四川、貴州三省入選
「2020暑期帶娃出遊TOP10目的地省(市)」的前三甲。

■野生動物禁食令影響的物種涉及蛇類、雁鴨類、雉雞
類、竹鼠、豪豬、果子狸等六大類。圖為廣西竹鼠養殖
戶在展示竹鼠。 資料圖片

■遊客帶孩子在河北省武安市管陶鄉一採摘園採摘蜜
桃。 資料圖片

■今年6月發生聚集性疫情的北京新發地市場
宣布於8月15日正式對外開放。圖為新發地
農產品批發市場—富農門。 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66月月，，河北唐山遵化市河北唐山遵化市1010多萬畝小麥成多萬畝小麥成
熟熟，，農民利用晴好天氣農民利用晴好天氣，，抓緊小麥收割抓緊小麥收割、、晾曬晾曬，，田田
間間、、場院一片忙碌景象場院一片忙碌景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