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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稼穑正当时①
郁静娴

耕好“两块良田”耕好“有形良田”，有赖广大

农民的辛苦劳作，农业领域工作

者的辛勤付出；耕好“无形良田”，

每个人都能尽自己一份力

沃野田畴，春耕正忙。

旋耕机、植保无人机等机械设备穿

梭田间地头，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

术服务，铁路部门开辟农用物资“绿色通

道”……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加紧推动

春季农业生产。徐徐铺展的春耕画卷，

彰显“春天里的中国”的勃勃生机，增添

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

守牢粮食安全，“国之大者”重千钧。

去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跃上1.4万亿斤

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有粮

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作为一个

14亿多人口的大国，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

永恒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

为什么不能轻言过关？

这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总的来

看，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将长期存在。

先看需求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粮食消费早已不再局限于口粮，相当部

分的粮食通过饲用转化为肉蛋奶，以满

足多元化食物营养需要，而这部分产需

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口。

再看供给端。粮食生产滑坡易、爬

坡难。近年来，农业自然灾害多发重发

频发，环境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给粮食生

产带来严峻挑战。客观形势决定了，粮

食安全，不能轻言“高枕无忧”。

粮食在高基数上稳产增产，潜力在

哪里？

潜力在单产。这几年，单产提升对

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越来越突出。2024

年，全国粮食亩产达 394.7 公斤，比上年

提高 5.1 公斤。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

下，必须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

提高单产上，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

潜力在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障粮

食安全，不仅要保主食，还要保副食。肉、

蛋、禽、奶、鱼、果、菌等，都是粮食。全方位

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本身就蕴含巨大的

潜力。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江

河湖海，都能提供食物。践行大农业观、大

食物观，建好森林粮库、海上粮仓，才能让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稳当当。

长远看，进一步夯实我国粮食安全

根基，仍有很大施展空间。

有人或许会认为，粮食安全是国家

需要考虑的事情，与个人离得很远，甚至

认为“跟我没关系”。这种认识是片面

的。粮食安全当然是国家层面需要关心

的大事，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耕好“两块良

田”，一块是 18 亿亩耕地这块“有形良

田”，一块是节粮减损这块“无形良田”。

耕好“有形良田”，有赖广大农民的辛苦

劳作，农业领域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耕好

“无形良田”，每个人都能尽自己一份力。

近年来，治理“舌尖上的浪费”成效

显著，但在外卖等领域、在节假日期间，

餐饮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节粮减损，

消费环节大有文章可做。深入开展“光

盘行动”，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将

节约意识转化为日常习惯，让节约粮食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对牢牢把住粮食安

全主动权大有裨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

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以高基点为新起点，耕好“两块良田”，我

们有信心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手中的

饭碗越端越稳、越端越牢。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3 月 27

日 第05版）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

全问题上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

题，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提

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我国粮

食总产量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进一步

筑牢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同时要看

到，我国粮食紧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任务。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粮食的

生产、储备、流通和加工均需要金融的支

持和保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强化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必须充分发

挥金融的支持作用。

助力“藏粮于技”，推进农业科技力

量协同攻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农业科技创新在保障

我国粮食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

用。以科技兴农为抓手，加快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能够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

产率和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挖掘

粮食生产潜力。需要看到，农业科技创

新的资金需求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

定性高等特征，单一的金融工具难

以满足要求。同时，农业

科技进步既包括关

键核心技术研发，也包括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和市场化推广应用等诸多环节。为

此，要持续拓宽投融资渠道，丰富金融支

持方式，强化多种金融工具的组合效应，

既为农业科技类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全

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助力农业

科技创新，又引导金融机构为科技成果

转化和市场化推广提供金融支持，助力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早日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比如，在研发阶段，可以鼓励金融机

构为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提

供长期稳定金融支持，引导农业产业化

基金、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等在农业

领域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成

果转化阶段，可以通过开展育种制种设

施设备、植物新品种权等抵质押贷款业

务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满足

从研发、种植养殖到深加工、推广销售等

环节的融资需求。

助力“藏粮于地”，提升耕地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全力提升耕地质量”。优质的耕地

资源是保障粮食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稳步提升耕地质量，才能夯实粮食安全

的根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质

量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基础性和系统

性工程，高标准农田从建设到后期的修

补、维护，持续时间较长，投资额度较大，

需要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

加大信贷资金投入。为此，要引导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供更多长周期、低成本贷款，鼓励商业

性金融机构创设专属金融产品，完善贷

款偿还渠道，提升其参与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积极性，探索用好乡村振兴票据等

融资工具，拓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多元

化融资渠道。提升耕地质量，目的在于

保障土壤健康、提升耕地产能水平，需要

通过杜绝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减少农田

地膜残留等，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因此，可鼓励金融机构将碳减排支持工

具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至耕地质量提升

领域，降低融资成本；围绕固碳增汇、养

殖业减排降碳等领域开发绿色金融产

品，提供绿色资金支持；将农业经营主体

绿色生产行为与信贷获得等金融支持相

挂钩，提升经营主体推进绿色生产的积

极性。

助力“藏粮于民”，确保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

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只

有让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具有生产积

极性，粮食流通和销售市场畅通，才能不

断提升粮食产能。有效的金

融服务可为

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

缓解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广覆

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对小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还

有待进一步提升。为此，可鼓励引导金

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等，提高

服务小农户的能力，以及发挥好政策性

农业担保公司的作用，提升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服务质效，满足农产品经营

主体的资金周转需求。农业保险作为管

理农业风险的有效金融工具，可提供灾

害风险兜底保障，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分

散风险，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还能

增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

此，要持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发展

特色农产品等保险产品，提升理赔精准

化程度，降低产粮大县农业保险县级保

费补贴承担比例，持续完善政策

性农业保险支持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03月26日

第09版）

用金融活水浇灌广袤农田

充分发挥金融对粮食安全的支持作用
何婧 高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