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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世界

粮食日，就我国粮食库存、应急保

障、好粮好油、执法监管等公众关

心的话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局长刘焕鑫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

访。

口粮库存：
满足全国1年以上口粮需求

问：目前粮食市场运行情况如

何？

答：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对我国

这样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来

说，建立一定数量的储备粮，是落

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守牢粮食安全

底线，确保经济社会行稳致远的重

要保障。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

向好，国内粮食市场保持供应充

足、运行平稳的良好态势。粮食总

产量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

上，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实现

百分之百自给。粮食库存充裕，高

于 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

线，小麦、稻谷库存量能够满足全

国人民1年以上口粮消费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与高质量

发展相适应，涵盖中央储备、地方

储备、社会储备的多层次、全方位

粮食储备体系。京津沪渝等36个

大中城市主城区成品粮储备保障

能力在15天以上。

应急保障：
形成安全可靠的应急体系

问：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情

况如何？

答：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暴雨洪涝

灾害易发高发，对粮食应急保障提

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持续健全应急响应联动

机制，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体系

建设。

持续加强粮食监测预警体系

建设。全国建立1200多个国家级

粮食市场信息监测点，建立库存、

价格、销售等粮油市场信息日监测

日报告制度，完善监测预警分析机

制和信息发布机制。

持续推进粮食应急预案体系

建设。积极推进《国家粮食应急预

案》修订，指导地方加快粮食应急

预案体系建设。目前，省、市、县

三级粮食应急预案实现全覆盖，并

按要求开展了粮食应急培训和应

急演练。

目前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

保障中心体系基本形成，正在积极

推进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

设。全国有粮食应急储运企业

5100 余家、应急加工企业 6900 余

家、应急配送中心3900余家、应急

供应网点5.9万余个，完全可以满

足应急需要。

总体看，我国已基本建立涵盖

储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全链条的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并经受住了疫

情防控、灾害应对等大战大考检验。

地头餐桌：
防止“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问：粮食流通管理，如何“一手

托两家”？

答：粮食一头连着农民，一头

连着消费者。确保粮价在合理区

间运行，是国家粮食安全能力水平

的重要体现。

我们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

政策性收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

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

线，粮食价格总体平稳，近三年粮

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稳定。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交织叠

加，引发全球粮食价格波动。2023

年以来，全球粮食供给呈供大于需

态势，同时全球粮食供应链预期趋

稳，粮价明显回落。

这也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传导

效应，但影响有限，国内粮价波动幅

度远小于国际市场。这主要得益于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处于较高

水平，市场调控“工具箱”丰富。

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最低收

购价政策、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吞吐

调节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防

止“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秋粮收购旺季在即，我们将会

同有关方面持续健全完善有关机

制，激发市场购销活力，加大粮食

收储调控力度，牢牢守住农民“种

粮卖得出”底线。

吃得健康：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问：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

答：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吃得健康”，就要把牢粮食质量

安全关。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

风险监测、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标

准体系，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水平显

著提升。

健全制度体系。粮食安全保

障法颁布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修订出台，粮食质量安全管理

制度更加完备。

加强质量监测。开展新收获

粮食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安全监

测，监测品种、范围、频次、数量逐

年增加。2023 年采集检验样品 8

万份，获得数据100万个。

强化粮食检验监测体系建设，

累计投入资金逾 80亿元，全系统

检验机构有700多个，质量检验能

力显著提升。

严格出入库监管。加强粮食

收购入库、储存和销售出库环节质

量安全监管，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

生产企业。2023年采集检验样品

1万余份，获得数据10万余条。

强化标准。组织制修订小麦、

大豆、高标准粮仓建设等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粮

食全链条标准体系。

“铁拳行动”：
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问：如何进一步守住管好“天

下粮仓”？

答：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

是“国之大者”。近年来，我们先

后组织开展全国粮食流通“亮剑”

专项执法行动、“严监管强执法重

处罚行动年”活动。

今年初，启动粮食流通监管

“铁拳行动”，严厉打击粮食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持续释放依法强化

粮食监督强烈信号。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

创新方式手段、强化严查快处，打

好监管执法“组合拳”。

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实

现政策性粮食全链条实时在线监

管。建立跨部门联合检查制度，推

进违法线索互联、执法标准互通、

处罚结果互认，探索开展联合惩

戒。

以“铁拳行动”为抓手，扎实做

好粮油收购和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

检查，畅通12325热线投诉举报渠

道，保持执法办案高压态势不减。

综合运用视频抽查、交叉检

查、信息化监管等手段，提高库存

监管穿透性、精准性和效能性，不

断放大中央储备粮库存动态监管

系统监管效能。

（来源：新华社）

省间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再上新台阶
10 月 15 日，经过近 1000 天实

践检验，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

式运行，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电力

电量在省与省之间流动。

自2015年启动新一轮电力体

制改革以来，我国电力市场化进程

在各省快速推进。随着中长期交

易逐步成熟，电力现货市场架构及

市场机制建设成为电力体制改革

的重要环节。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开展日前、

日内、实时电能量交易和备用、调

频等辅助服务交易。对用电客户

来说，可以发现价格信息；对电网

来说，电力现货市场为电力短期供

需平衡提供了市场化手段；对新能

源来说，电力现货市场能够兼容新

能源波动性、随机性等特点，有利

于扩大新能源消纳空间。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综合考虑

我国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新

能源持续快速发展、省间省内市场

有效衔接等需求，经过多年探索实

践，走出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电网网

情的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路径。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

工程师王德林介绍，省间电力现货

市场能有效反映市场供需，形成

“能涨能跌”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反映出电能的时空价值。

记者了解到，省间电力现货市

场从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

现货交易起步，自2022年1月试运

行以来，市场范围由点到面、持续

扩大，目前已覆盖国家电网和蒙西

电网，有力促进了省间电力互济、

电力保供和清洁能源消纳。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

运行，不仅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电

力资源优化配置，保障电力安全可

靠供应，还将促进可再生能源在更

大范围内协同消纳，助力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快速增

长，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

世界第一，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对新

能源消纳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

长杨昆说。截至今年9月，省间电

力现货市场累计消纳可再生能源

电量近400亿千瓦时。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

运行，还将进一步发挥价格引导作

用，实现电力资源经济高效配置。

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的电网，为电力资源配置提供了

坚实物质基础。在“双碳”目标驱

动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推

进，电力系统基本形态和运行特征

发生深刻变革，对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专家表示，要促进各层级市场

高效协同，创新市场交易机制，健

全完善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体系，

提升市场规范运作水平，继续推动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迈上

新台阶。

（来源：经济日报）

德国新出生大熊猫
双胞胎幼崽首次亮相

新华社柏林10月16日电 自

16日起，德国柏林动物园今年新

出生的一对雌性大熊猫双胞胎幼

崽将轮流与公众见面，展出时间

为每天下午一小时。

在15日柏林动物园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记者见到了在动物

园玻璃房里与媒体见面的双胞胎

幼崽中的一只。尽管它只有50多

天大，但与刚出生时相比，已有明

显变化，身上长出了黑白相间的

标志性毛发，体形也大了许多。

小家伙时而伸个懒腰，打个大大

的哈欠，更多时候则安静地睡觉。

柏林动物园园长安德烈亚斯·

克尼里姆在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为确保大熊猫幼崽有充足

休息时间，它们将轮流亮相，未展

出时则与母亲“梦梦”在一起。

“柏林动物园在大熊猫幼崽与

公众见面的玻璃房内特别装备了

空气过滤系统，园方会密切观察幼

崽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并随时调

整展出时间。”克尼里姆说。

生物学家弗洛里安·西克斯

对记者说，目前两只大熊猫幼崽

健康状况良好，体重已从出生时

的 169 克和 136 克增长至约 2500

克。他说：“非常感谢来自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同事们的协

助，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知

识。我们的合作无比融洽，大家

互相学习，收获很大。”

这对幼崽的父母“娇庆”和

“梦梦”于2017年 6月从中国成都

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始了为期 15

年的旅居生活。2019 年 8 月 31

日，“梦梦”成功诞下一对雄性双

胞胎，分别取名“梦想”和“梦圆”，

这是德国首次迎来大熊猫诞生。

去年12月，这对双胞胎兄弟返回

中国。“梦梦”于今年 3月接受人

工授精。8月 11 日，柏林动物园

在超声检测中确认“梦梦”怀孕喜

讯。8月 22 日，“梦梦”顺利诞下

一对雌性双胞胎。

中越班列双向奔赴
驶上国际贸易“快车道”

10 月，凌晨时刻的越南首都

河内东英车站灯火通明，吊车来

回穿梭，将一个个集装箱装到中

越班列车板上，500多吨的木料专

列随即鸣笛驶向中国广西。

这是广西崇左理文纸浆制品

有限公司在越南南部采购的造纸

原材料。越南国际陆港运营股份

公司董事长张存伟说：“以前很多

班列都是零散货物拼成一趟班

列，现在一趟班列多个货柜经常

是同一种货物，我们还开设了农

产品等多种专列。”

数月来，张存伟为即将开设

的鲜椰子专列多次奔赴越南南部

椰子主产区。今年8月，中越双方

签署越南鲜椰子输华相关议定

书，越南鲜椰子输华在即。“作为

中越班列的运营平台，我们也在

作准备，希望为越南鲜椰子出口

中国搭建快车道。”

越南铁路总公司旗下越南铁

路运输和贸易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阮黄英告诉新华社记者，中越班

列始于 2017年，初期主要运送较

为基础的货物，如今已发展至300

多种货物。越南出口产品包括农

产品、电子产品、纺织品等，中国

向越南运送的主要是加工制造业

所需的原材料、建筑材料等。

阮黄英介绍，中越班列为双向

对开，将越南货物运送至中国 20

多个省市，并连接中欧班列前往中

亚和欧洲国家。中国货物不仅运

送至越南，还经越南进入老挝、泰

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随着两国铁路部门的宣传推

广及服务支持，越来越多企业选择

铁路运输。”阮黄英说，中越班列能

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降低企业成

本，有效促进两国贸易往来。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

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是中国

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

越边境的广西凭祥铁路口岸，纵

横交错的货运车流是中越国际贸

易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

“今天一天开了5列。”国铁南

宁局南宁车务段凭祥站助理翻译

员谢莉平感受到，中越班列常态

化开行后，工作越来越忙碌。

2017 年，国铁南宁局成功首

发南宁—河内跨境集装箱班列。

从始发每月开行不足5列，到今年

前7个月3次刷新单月发运量，中

越班列增势迅猛。数据显示，截

至 9月 30 日，今年广西始发中越

班列发运货物突破1万标箱，达到

10380标箱，创历史新高。

这背后离不开中越为“双向

奔赴”所作的努力。2023 年国铁

南宁局完成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

段提速改造，中越国际铁路大通

道列车运行时速提高到90公里。

“运力稳定，价格稳定、时效

稳定，增强了通道的市场吸引力，

目前能辐射到西南腹地、粤港澳

大湾区。”国铁南宁局集团有限公

司 95306 货运物流服务中心副主

任彭伟军说，今年国铁南宁局还

组织开行广州—南宁—越南“铁

路+铁路”接续班列，为粤港澳大

湾区货物出口越南开辟新的跨境

物流通道。

2024年1月，中越两国铁路公

司协商确定中越班列全程时刻表，

大幅压缩运输时长。从中国南宁

南站到越南安员站的运输总时长

由40多个小时压缩至最快14个小

时，中越班列运输效率显著提升。

阮黄英表示，越南政府及铁

路公司计划进一步投资改善车

站、货场系统等铁路基础设施，以

加强与中国铁路的对接，提升两

国间运输能力。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