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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自茹毛饮血、刀
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人皆有食便
是人类奋争的第一要务。粮安天
下稳，即便人类进化至物质文明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饥饿贫困
这一“无声的危机”仍是世界和平
与安全的重大威胁。

在第34个世界粮食日前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访问联
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并发表演讲，
分享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经验，
表达携手各国创造无饥饿、无贫
困、可持续发展世界的中国担当。

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69
年来，首次有中国领导人发表演
讲。在国际舆论场不时躁动“中国
粮食威胁论”的背景之下，中国与世
界的积极互动，恰恰表明世界对中
国之于全球粮食安全贡献的认可。

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
首先在于，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通过农村改革实现了农业
大发展，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耕地和淡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
20％人口的吃饭问题，使数亿人
摆脱贫困，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联合国粮农组织总
干事格拉齐亚诺指出，中国作为
大国示范效应明显，中国的成就
必将对其他各国带来启发和鼓
励，为世界抗击饥饿注入新活力。

一方面是经济成长与城镇化
提速带来的粮食刚需增长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耕地、淡水资源、生态
环境等自然要素的约束，中国面临
的粮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目前，
中国正通过科技、政策等创新积极
探索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
路，中国方案可为其他国家提供经
验启示与范式参考。

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
还在于，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一直以负责任与积极姿态参
与全球抗击饥饿事业，毫无保留
地分享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
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助，
从未有任何附加条件，从未将自
己的意志强加他人。

近些年来，中国的农业技术
已惠及亚洲、非洲、拉美、太平洋
等地区近100个国家，而中国的
杂交水稻良种已使很多国家受
益。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粮农组
织总部演讲时宣布，未来5年，中
国政府将向该组织捐赠5000万
美元用于开展农业南南合作。

人人有饭吃，这是人类最基
本的生存权利，也是一切人权的
基础。世界上8亿多饥饿人口、
2008年肆虐全球的粮食危机、动
荡的国际粮价都在提醒着世界，
即便进入了新世纪，灾害、战乱、
治理不善与贸易不平等也从未远
去，饥饿和贫困仍是深深困扰全
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抗击饥
饿贫困仍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
政治、经济与道义责任。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受援国
成长为捐助国，中国一向愿以自身
发展“反哺”世界。正如李克强总
理所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维护世界
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据新华社）

为无饥饿世界
贡献中国力量

“世界粮食日”来临之际，李克强与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是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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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5 日上午，应联合
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邀
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访联合
国粮农组织总部。这是中国领导
人首次访问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
并发表演讲。李克强详细阐述了
中国农业发展政策和为促进粮食
安全作出的努力。他表示，中国
愿与世界分享经验，并向有关国
家提供帮助。

李克强向与会的各国代表介
绍了中国在减贫事业中获得的经
验，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他表
示，30 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
是农村开始的，30 多年来，中国
的粮食产量由 3 亿多吨增加到了
6 亿多吨，成功解决了人们基本
的温饱问题。他说：“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始终坚持立足国内
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同时，也高
度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用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和淡水
资源，解决了世界近 20%人口的
吃饭问题，这本身体现了一种集
约。但我们不满足于此，还要进
一步促进农业高效集约发展。与
此同时，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实
施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沙
治沙、水土保持、草原治理等工
程，支持农民改良土壤、减少污
染、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通
过努力，促进农业资源的永续利
用，既满足当代人需要，也为子孙
后代留下良田沃土、碧水蓝天。
保护中国生态，也是关爱地球、保
护地球。”

目前，世界上还有八亿多的
贫困人口，面临着食物不足、营养
不良的威胁。促进农业发展，消
除贫困和饥饿，仍然是世界面临
的重大挑战，是全人类肩负的共
同责任。李克强说，国际社会应
当携手合作，更多关注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需
求。减少贸易保护，加强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资金的支
持。

“我们愿意与各国分享农业
技术、经验和农业发展模式。中
国的杂交水稻良种已经使很多国
家受益。这里我宣布，未来 5 年，
中国政府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
赠 5000 万美元用于开展农业南
南合作，并加大对世界粮食计划
署和国际农发基金的支持。”

世界粮农总干事格拉齐亚诺
在致辞中赞扬中国政府在粮食安
全、减贫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以及对全球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
的支持。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已
经成功解决了来自粮食安全方面
的挑战，我们刚刚获悉中国再一
次实现粮食增产，这意味着中国
已 经 连 续 11 年 实 现 了 粮 食 增
产。中国以约占世界 9%的土地
和约占全世界人均 1/3 的淡水，
养活了全世界约20%的人口。今
年 6 月，世界粮农组织表彰中国
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 1 的各项
指标。中国还积极完成将饥饿人
口减半的目标，从 1990 年开始，
中国解决了 1 亿 3 千 8 百万人的
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意味着1990年后每3个脱离饥饿
困扰的人当中就有2个中国人。”

中国总理
展示中国成就
中国总理
展示中国成就 这些年，虽然在减少饥饿人

口方面，整体取得进展，但联合国
粮农组织指出，发展中国家、发达
国家之间以及各大洲、区域之间
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出
版 的《世 界 粮 食 不 安 全 状 况
2014》报告，全球饥饿人口正在持
续减少，2012 至 2014 年，估计约
有8.05亿人口长期遭受食品短缺
困扰，这比上个十年减少了 1 亿
多人，比 1990 至 1992 年减少 2.09
亿人。

报告还指出，相比于 1990 至
1992 年，仅中国的食物匮乏人口
就减少了1.38亿人。

目前粮食安全状况的区域差
异很大。据粮农组织估计，在全
球8.05亿长期遭受食物缺乏的人
口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
居民，数量达到了 7.91 亿。也就
是说，几乎每 8 个发展中国家的

人中，就有一人长期受饥饿困扰。
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地区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
的进展最大：长期饥饿人口从
1990 至 1992 年的 6900 万，下降
至2012至2014年的3700万。

就饥饿人口减少的绝对数量
而言，亚洲的中国、印度和越南排
在 前 三 位 ，粮 农 组 织 指 出 ，与
1990 至 1992 年间相比，印度和越
南分别减少了 2000 万。即使如
此，世界饥饿人口中仍有 2/3 在
亚洲，特别是在西亚地区，由于长
期灾害和冲突，是全球少有的饥
饿人口数量提高的区域之一。

非洲农业自然禀赋与粮食安
全状况形成反差，近 30 年来人均
粮食产量持续下降。

非洲大片区域的土壤、日照、
温度等非常适合农业开发和粮食
种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几乎占到了全球

未开发土地的一半，超过两亿公
顷，可耕地面积约占世界 26.4%，
水力资源占 12%。然而，非洲是
全世界唯一的人均粮食产量近
30年来持续下降的地区。

拥有丰富农业资源，非洲为
什么不能养活自己？首先，非洲
农业生产率低，多是以妇女为主
要劳动力的小农粗放型经营。

其次，非洲国家缺乏农业投
入的意愿。卢旺达农业部农业开
发局局长穆罕达对记者说，非洲
国家用在农业生产和研发上的资
金非常有限，且政府缺乏投入的
意愿，非洲大量石油美元投入到
国外或本土利润更丰厚的产业，
各国没有意愿将资金投入到利润
较低的农业。第三，在西非萨赫
勒、马里，东非索马里、中非刚果

（金）等地区，国内冲突与旱灾等
天灾人祸相叠加，严重阻碍和威
胁到非洲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区域差异很大粮食安全区域差异很大

在欧洲，根据欧盟统计局的
数据，从 2006 年起，欧盟国家每
年高达 9000 万吨的食品被白白
扔进垃圾箱，造成极大的浪费。

“荷兰人均每年浪费 541 千克食
物，在比利时，这一数字是 345 千
克，当许多人还在挨饿时，我们却
在大肆浪费食物。”比利时仓储式
超市高乐汇的一名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美国是食品生产大国，同时
也是食品浪费大国。美国人的垃
圾中约有 1/5 是被丢弃的食品，
据美国环保署最新数据，2012 年
美国人丢弃了 360 万吨食品垃
圾，这一数字是1990年的1.5倍。

放眼世界，全球约 1/3 食物
从未端上过人类的餐桌就被弃之

不用，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尤为
突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
发达国家浪费的食物几乎等于撒
哈拉以南地区全年食品的净产
出。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 9 月的
一份报告指出，惊人的食品浪费
表明，确保粮食安全不仅仅在于
增强粮食生产，避免浪费也是关
键一环。

发达国家的食品浪费多发生
在零售和消费环节。美国国家资
源保护委员会食品与农业项目科
学家达娜·甘德思告诉记者，消费
者希望能买到高品质的产品，零
售商和餐厅也希望能向消费者提
供更多选择，在对食品筛选的过
程中会造成大量浪费。另外，消
费者对食品也存在认识的误区，

认为那是食品变质的分界线，造
成许多已过生产商标注的保质期
但实际上并没有变质的食品也被
丢弃。

甘德思认为，减少食品浪费
首先要从提高公众的反浪费意识
做起，同时尽可能少地让食品废
弃物流向填埋场。美国部分地区
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自
10 月起，马萨诸塞州开始禁止商
业食品废弃物进入垃圾填埋场，
将酒店、餐厅、学校、医院等场所
产生的食品垃圾送往废物处理设
施，进行能源转化或是送往农场
作为动物饲料。另外，政府还应
采取行动消除公众对食品保质期
的误解，这方面欧洲已经走在前
面，但在美国还做得并不够。

避免浪费也是关键一环

今年全球粮食产量形势是一
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据接受新华
社采访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
国·朝鲜·蒙古国代表伯希·米西
卡介绍，今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
为 25.23 亿吨，除去消费量，到
2014 年底世界粮食库存将超过
6.275 亿 吨 ，是 15 年 来 最 高 水
平。丰收和充足的库存有利于稳
定粮价，粮农组织粮价指数显示，
粮价已连续6个月下降。

米西卡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粮
食产量实现十连增，在粮食数量
和获取方面已经不是问题，值得
关注的是质量安全，以及人们倾
向高热量饮食造成营养失衡问
题。同时，农业生态环境亟待恢
复，每年有 700 亿斤粮食在存储、
运输、加工等环节被损失，都是影
响粮食安全的因素。

米西卡态度鲜明地驳斥了
“中国粮食威胁论”：一方面，中国
用不到世界 10％的耕地，6％的
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 20％的人
口，是对世界的贡献；另一方面，
假设中国粮食生产出问题，需大
量从市场买粮，必将对世界粮食

市场会产生震动。
“中国是不是威胁，我认为要

看几个问题：中国是否在世界市
场倾销粮食？是否在国外尤其是
非洲国家大片买地？是否在主动
获取他国的农作物和动物基因专
利？中国是否通过跨国种子公司
大量收购非洲本土种子公司？是
否在增加对非洲的农业技术和资
金援助？只有最后一个问题答案
是肯定的，其他都是否定的。所
以我认为中国是贡献者，而不是
世界粮食安全的威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
责任。尽管中国农业发展还面临
着不少困难，但中国将主要依靠
自己的力量解决好吃饭问题，并
将与世界各国携手奋进、共同创
造一个无饥饿、无贫困、可持续发
展的世界。

专家认为，中国的粮食道路，
是一条依托中国实际、经过长期
探索实践形成的以我为主、立足
国内的粮食安全之路。从过去几
千年追求温饱的小农社会，到新
中国成立后探索人人吃饱饭的艰

苦实践，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通过
家庭承包经营成功解决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中国用不到世界
10%的耕地，生产世界四分之一
的粮食，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
口，这是中国粮食道路的巨大成
功，既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
贡献，也深刻地回答了谁来养活
中国人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粮食道
路，不是封闭保守的道路，而是开
放合作的道路。以技术进步为
例，中国许多农业技术推广到世
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
国家。近些年我国在亚洲、非洲
等地区近 100 个国家建立了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
和推广站，先后派遣农业专家和
技术人员 3 万余人次，并帮助这
些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
员。中国对农业的政策支持手
段，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尽管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面临不
少困难，但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创
新，中国人的饭碗就一定能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并且任何时候都
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
量。 （据《人民日报》、央视）

鼓噪中国威胁可以休矣

■听 风

在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来临之际，李克强总理15日到访位于罗马的联合国
粮农组织总部并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为促进粮食安全作出的努力，愿与世

界分享经验，并向有关国家提供帮助。
世界粮食的生产、分配和销售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耕地资源减少、气候灾害频发等因素冲击，世界粮食

问题依然十分严峻，饥饿和营养不良仍困扰着
人类。针对一度喧嚣的“中国粮食威胁

论”，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表
示，中国是贡献者不

是威胁者。

索马里男孩品尝手中的食物。

饥饿的尼日尔婴儿将手放在母亲唇上。

中非共和国的人们等待领取食物
中非共和国的人们等待领取食物。。

意大利农民展示自家收获的谷物。

印尼男孩睡在收谷子的妈妈旁边。

肯尼亚中学生在食堂打饭
肯尼亚中学生在食堂打饭。。

本版图片均新华社发

尼泊尔农民收获小麦。

巴西工人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割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