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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皮书一系列数据中，国
家发改委党组成员、 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特别强调
“双双超过6.5亿吨”：粮食总产量
2015年以来稳定在6.5亿吨以上；
2018年全国有标准粮食仓房仓
容6.7亿吨。

那么粮仓储备实不实、 数量
够不够，能不能保障市场供应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黄炜说， 今年国务院组织开展
了第三次全国性粮食库存大清
查， 一共查了1.7万个库点、19万
个货位。“初步统计看， 我国的粮
食库存情况总体上是好的， 基本
符合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
全的要求。”

“仓廪实、天下安”。经过多年
努力， 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管理规

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政府储
备体系。“今年5月，中央深改委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门的粮食
储备改革意见，就储备体系、规模
布局、 运行机制和监督管理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为进一步强化储备管理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黄炜说。

在继续稳定中央储备规模
的同时， 从2015年开始， 按照
“产区3个月，销区6个月，产销
平衡区4.5个月” 的市场供应需
求，增加了地方粮食储备规模，
这项举措到目前为止也已经落
实到位。 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储
备的结构来看， 小麦和稻谷等
口粮品种比例超过70%。 总结
起来讲， 我国粮食储备实现了
应有的功能， 完全能够满足市
场供应和应急需要。

最近， 江苏张家港市检察院
依法对一对夫妇偷盗奶粉事件作
出了不起诉决定，赢得舆论肯定。
今年初， 一对夫妇到张家港某超
市购物时， 三岁女儿闹着要买奶
粉。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便萌生了
盗窃的想法， 先后三次从超市偷
了9罐奶粉共价值1138元，最终被
警方抓获。经鉴定已构成盗窃罪。
考虑到他们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
险性较小，且案发后认罪态度好，
及时赔偿了超市的损失， 最终江
苏张家港市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
诉决定。（10月14日 澎湃新闻）

在评论这则新闻前， 我要先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或许很多
人还不知道。

1935年的冬天， 是美国经济
最萧条的一段日子。某天，在纽约
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
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子。 被告是
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 她因偷
盗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
庭。 而她偷面包的原因是需要喂
养三个孙子， 他们已经几天没吃
东西了。 最终法官告诉老太太：
“你有两个选择： 处以10美元的
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很明
显，老太太没有钱支付罚金，而如
果她被拘役， 她的孙子们也将处
于无人照看的境地。

这时候， 从旁听席上站起一
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对老太太说
道：“请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

着，他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
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
长拉瓜地亚， 现在请诸位每人交
50美分的罚金， 这是为我们的冷
漠付费， 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
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
城市。”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
默起立， 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
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
官也不例外。

这个故事，与江苏张家港这
起事件异曲同工。 也同样反映
出，虽然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
护公平与正义，但法律也不外乎
人情，我国法律的编制本着以人
情为根本的出发角度，这就是人
情的一种体现形式。何为公平正

义？打击犯罪、严惩罪犯是公平正
义，扶助弱小、酌情处理也是公平
正义。此案关涉到底层穷苦人士的
生活、命运，不乏让人同情、理解的
因素，人性的柔软也容易在其中被
激发。但同时要注意的是，这并非
“法外开恩”或是“人情凌驾于法律
之上”，我们梳理法律不难发现，其
实这也是依法执行。在《刑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中， 一般盗窃行为的
“数额较大”入罪“门槛”为：“盗窃
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
上”，此案涉案金额为1138元，刚刚
触及入罪的最低门槛。 最关键的
是， 其主观恶意和社会危险性较
小，依据《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
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
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裁定无疑是温情的，“法
律不外乎人情”的内涵在这一裁定
中得以彰显。当然，司法的温情可
赞，然而对于这样处于困窘状态的
底层人士，还需更多的援助，从新
闻中得知， 夫妻二人收入微薄，有
三个孩子需要抚养， 生活压力极
大。这也需要政府部门在扶贫帮困
中继续细细梳理类似情况，及时对
其精准扶贫， 解决他们的基本温
饱，缓解其窘境，勿让这样的底层
人士为了一罐奶粉而行盗窃之事，
唯有如此，才是这个社会能给予他
们的最大温情。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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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储备和大豆供应完全可满足市场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发表 国内外粮食价格和成本倒挂是最大挑战

声音

国务院新闻办10月14日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中国的粮食
自给能力、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和贡献、粮食支持政策、粮食市场开放等问题。

我国粮食库存实不实，能否保障市场供应？粮食质量是否可靠，能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随
着对外开放加快，粮食进口增加，对粮食自给影响大吗？在国务院新闻办14日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回答了公众关心的三个关键问题。

新华社 图

根据白皮书， 为践行自
由贸易理念、 履行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承诺， 我国主动分
享国内粮食市场资源。

港口的进口粮食不断增
加， 对粮食自给目标影响大
吗？答案是否定的。

张务锋说， 目前中国正
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
好的时期。 我国粮食生产实
现了“十五连丰”，今年粮食
产量有望继续第五年超过1.3
万亿斤；口粮实现完全自给，
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
以上。粮食库存充足，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是坚
实的。

据介绍，中国在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认真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
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的相关承诺，积极与世界
主要产粮国分享中国巨大
的粮食市场。2018年， 包括
大豆等油料和饲料在内的
粮食进口总量为 11555万
吨，出口总量366万吨，分别
比 1996 年 增 长 944.8% 、
171.1%。 这里面主要是大
豆等油料和饲料。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
长苏伟说， 我国进口一些农
产品， 包括一些谷物主要是
为了调节品种余缺。 就粮食
供给而言，无论是口粮也好，
还是饲料粮也好， 应该说市
场供应都是有保障的。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粮
食质量至关重要， 如何保障公众
“舌尖上的安全”？

黄炜说， 解决粮食质量问题
关键有“两手”：一手是从生产端
开始抓好源头治理； 另外一手是
从产销端入手抓好全程监管。

控制源头。抓好生产端，减少
化肥和农药用量，多用有机肥，加强
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和污染土壤
的修复治理，确保粮食能在良好的
土壤和水源条件中生产出来。

管好存粮。 在大力改善仓储
设施条件的同时， 国家推广应用
智能通风、环流熏蒸、低温储存、氮

气储粮等先进的、 绿色的技术和
工艺来确保储存粮食品质良好。

全程监管。一方面，在生产和
库存环节要把好监测预警关。粮
食长在田里的时候就要监测质
量，增加监测样本量、覆盖面和针
对性；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把好
粮食检验关。对于进出仓库、进出
工厂等环节， 严格执行粮食质量
检验制度， 严防质量不合格粮食
流入口粮市场。

黄炜说，相关工作要贯彻最严
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守住粮食
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

粮仓里的安全 我国粮食储备完全能
满足市场供应和应急需要

舌尖上的安全 坚决守住粮食
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

港口里的安全

进口农产品
主要为了调节品种余缺

未来仍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白皮书指出，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
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未
来粮食安全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内外粮食价格和成本倒挂问题，
面临的价格和成本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粮食安全必须解决好
竞争力问题。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品质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努力提高粮食品质需要不断努力。

面向未来，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粮食安全之路，推动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迈进，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与世
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姚惠源说，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基础，古今中外都把粮食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确保粮食安
全永远在路上，不能有半点松懈。我国粮食生产还需进一步提
高地力以及自然灾害防御能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人
们对口粮的需求也更加注重绿色、安全、营养和健康，这些都
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新使命。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