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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晤沙利文 商推動中美關係止跌企穩

中國核酸採樣亭變身「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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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口糧自給率超 榖物基本自給100%
人均糧食佔有量480公斤高於國際公認安全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同美
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奧地利
維也納舉行會晤。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排
除障礙、止跌企穩進行了坦誠、深入、實
質性、建設性的討論。王毅就台灣問題全
面闡述了中方嚴正立場。雙方還就亞太局
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
交換了意見。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一戰略
性溝通渠道。
根據新華社此前的報道，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長秦剛8日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
伯恩斯時說，中方將堅持按照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的原則處理中美關係。希望美方深刻反
思，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動中美關係走
出困境，重回正軌。美方必須尊重中方
的底線紅線，停止損害中國的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尤其要正確處理台灣問
題，停止繼續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
支持縱容「台獨」分裂勢力。要堅持以
冷靜、專業、務實態度處理兩國關係中
的意外偶發事件，避免中美關係再受衝
擊。

關鍵是美方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根據官方的公開報道，中方在過去兩

周，在多個場合，重申了中美關係中的「紅
線」與「底線」，尤其對於美方數次釋出所
謂「推動與中國官方進行通話會晤」等的單
方面消息，中國官方明確闡述立場。在11
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
斌回答有關媒體提問時說，「我要告訴你的
是，中美之間保持着溝通，關鍵是美方不能
一方面講溝通、一方面卻不斷對中國打壓遏
制，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汪文斌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對華認

知，尊重中方的底線、紅線，停止損害中
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
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正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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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學
歷人才引進落戶補貼提升至12萬元（人民
幣，下同）、獲評市級以上產教融合示範基
地最高可獲1,000萬元運營補貼、人才項目
團隊給予最高1億元支持……5月11日，
《廣州南沙國際化人才特區集聚人才九條措
施》（下稱「國際化人才特區9條」）發
布，相比之前的人才政策，補貼力度更大、
政策條件更優、服務範圍更全。值得注意的
是，「國際化人才特區9條」還聚焦南沙產
業發展需要，提出了「實施技能人才鍛造行
動」，給予技能人才專項支持，將技師以上
高技能人才和具有中級以上職稱的專業人才
納入政策支持範圍。

聚焦頂尖人才技能人才等群體
廣州市南沙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家炳
在發布政策時介紹，「國際化人才特區9
條」聚焦頂尖人才、高端人才、青年人才、
海外人才、技能人才等重點人才群體，精準
提出引進培育措施。
「實施技能人才鍛造行動」具體措施包
括：新設最高12萬元新引進落戶技能人才生
活補貼，新引進落戶的技能人才可最高獲得
12萬元生活補貼以及最高100%比例配套的
技能人才參賽獎勵。組織開展高技能工匠評
選，每年遴選一定數量的高技能工匠，給予
最高100萬元獎勵；符合條件的技能人才、
專業人才可評定為南沙區高層次人才並享受
相關待遇。

叢亮是在國新辦舉行的「權威部門話開局」系
列主題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保障糧食安全，

端牢中國飯碗」有關情況時作出上述表示的。
叢亮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把解決好
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提出了確保榖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
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
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
各地各有關部門認真落實重農抓糧政策舉措，國
家糧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一是糧食生產穩定發展。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

紅線，累計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中國糧食生
產實現了十九連豐，總產量連續8年保持在1.3萬
億斤以上。

糧食市場運行平穩 糧儲量足質好
二是糧食市場運行平穩。近年來，受疫情延宕、

經濟下行、極端天氣、地緣衝突等因素影響，國際
糧食市場波動較大。與之相比，中國糧價總體保持
平穩，在合理區間運行，糧食市場沒有脫銷斷檔，
始終保持了充足供應，有效滿足了民眾消費需求。
三是糧食流通高效順暢。持續加大糧食倉儲物

流現代化建設，全國標準糧食倉房完好倉容近7億
噸，倉儲條件總體達到世界較先進水平，糧食物
流網絡更加健全。
叢亮強調，政府糧食儲備數量足、質量好，有

效發揮了守底線、穩預期、保安全的關鍵作用。
應急供應體系比較完善，完全有能力應對各類重
大自然災害和公共突發事件。
叢亮說，今年將組織實施好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

責任制考核，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不斷提
高糧食安全依法治理水平，加快推動糧食安全立法
進程，力爭早日出台糧食安全保障法、糧食儲備安
全管理條例等；深入開展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
項整治，堅決守住管好「天下糧倉」。

基本建立糧食應急保障體系
應急糧食保障直接關係群眾生活和社會穩定。

叢亮表示，中國基本建立了涵蓋儲運、加工、配
送、供應等全鏈條的糧食應急保障體系。
到2022年底，全國共有糧食應急加工企業6,584
家、應急儲運企業4,846家、應急配送中心3,542
家、應急供應網點56,495個。應急加工能力每天
可達到164萬噸，能滿足全國人民2天的需要。
叢亮說，當前中國糧食應急保障體系仍存在薄
弱環節，應急預案體系還不完備，應急保障資源
布局還不平衡，現有糧食應急保障企業資源有效
利用還不夠充分。對此將按照黨的二十大部署，
努力構建數量充足、結構優化、布局廣、管理
精、調運快的國家糧食應急保障體系，推動盡快
完成《國家糧食應急預案》修訂，從各方面補齊
糧食應急保障能力短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與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糧食和物

資儲備局局長叢亮11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口糧自給率在100%以上，榖物自給率在

95%以上，人均糧食佔有量大概480公斤，高於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

做到了榖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11 日 公
布，該校參與研究的大豆固
氮菌菌株「根瘤菌」，10日
由「天舟六號」貨運飛船搭

載升空，並順利到達中國空間站「天宮」。
是次為香港首個於太空進行空間搭載實驗的

農業研究項目，由卓敏生命科學教授暨農業生
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林漢明帶領團隊，
與華潤科學技術研究院及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
團展開合作。

林漢明段崇智見證升空
林漢明聯同中大校長段崇智等特別前往海

南文昌發射場見證「天舟六號」升空。他表
示，今次通過與國家最先進的航天科技接

軌，能為科研人員帶來新的方法探討國家重
要的糧食安全問題，更能幫助研究團隊已持
續 25 年的大豆科研推進新的一步。期望除
「根瘤菌」樣品外，未來亦能將大豆種子也
帶上太空，並在實驗樣品回到地球後，全速
進行後續共同實驗。

林漢明指出，今次研究能將香港與內地科
學家的熱情結合，未來若能成功更希望可透
過大學初創將成果轉化推出予社會應用，讓
農業科研做到既可「上天」又能「接地」。
今次項目亦可為STEM教育帶來重要啟示，
為香港青年一代展示如何透過綜合跨學科的
科研與知識解決切身的現實問題，將科學與
人文精神連繫，激發年輕人科學想像的可能
性。 中通社

港首個太空農業研究項目抵「天宮」

國產大豆供應充足進口大豆糧源充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記者於

國新辦「保障糧食安全，端牢中國飯碗」發布會上
獲悉，當前中國大豆市場情況可概括為「兩個充
足、一個平穩」：國產大豆供應充足，進口大豆糧
源充足，市場購銷總體平穩。2022年國產大豆產量
超2,000萬噸，滿足食用消費後還有500萬噸左右
結餘。有關國際機構預測，2022/23年度全球大豆
產量約3.7億噸，產消結餘300多萬噸。中國國家
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稱，中國將繼續穩定大豆進口，
加強國際合作，在穩定傳統豆源市場的同時開拓新
興豆源市場，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

「中國大豆市場供應有國產和進口兩個來源渠
道，兩者在功能用途、市場價格和市場需求等方
面都有一定區別。」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副局
長盧景波介紹，國產大豆主要用於食用，年消費
量在1,300萬噸至1,500萬噸，國內產量完全能夠
滿足這方面的需求；進口大豆主要用作榨油和飼
用，榨油以後的豆粕用作飼料生產原料。
中國農業農村部和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中國大豆產量2,028萬噸，增產23.7%；
累計進口大豆9,108萬噸，同比減少539萬噸，減
幅5.6%，仍是中國進口規模最大的糧食作物。

◆段崇智（左三）與林漢明（右二）等人一
同參觀海南航天育種中心。 受訪者供圖

▲5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崇州
各地搶抓農時，田間地頭呈現一
片熱火朝天的農忙景象。圖為收
割機在收割小麥。 中通社

◀國新辦11日舉行「權威部門
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介紹「保障糧食安全，端牢中國
飯碗」有關情況。 新華社

書屋成外賣小哥「避風港」

5月11日下午，梅林天后宮2023年媽祖聖誕節
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縣梅林鎮舉行，吸引了海內
外遊客前來觀看。其中「媽祖出海」的儀式來源
於媽祖踏浪救助眾生的傳說，整個儀式演繹了媽
祖不畏風大浪高救苦救難的傳奇故事。 中新社

媽 祖 出 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夏微、胡臥龍報道：在
上海松江區洞涇鎮的同樂廣場上，一座外部用色
清爽明快的書屋讓人耳目一新。前不久，該書屋
還是一個廢棄的核酸檢測採樣亭。現在，共享充
電設備、擺滿圖書的書架、冰箱、微波爐、飲水
機，甚至是電腦都可以在書屋找到。
「以前就閒置在那邊的廣場上，現在做了改造
還挺高大上的。」同樂廣場物業經理錢先生說，
雖然書屋附近沒人把守，但裏面的設施設備沒有
丟失過，「這裏已成為外賣小哥的『避風港』，

休息一下，喝點水，看看書，天熱的那幾天吹吹
空調。」
在山東青島，順德居社區中心小廣場的核酸小
屋在疫後變身「春暉書屋」，也成為社區小孩閱
讀繪本，學習手工的好去處。據介紹，書屋現有
藏書1,000餘冊，每天下午3點半到5點對社區居
民開放。原本孩子們放學後在小廣場玩耍、打
鬧，現在有了一個安靜的好去處。接下來，「春
暉書屋」還將陸續開展改造圖書角、跨越手工
展、曬書節、星空讀書會等系列活動。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
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晤。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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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資料圖片

◆上海一小
區內的核酸
採樣亭變身
微 型 消 防
站。
記者夏微攝

◆杭州鬧市
一個核酸採
樣 亭 變 身
「 零 工 市
場」。
記者俞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暖心避風港、愛心書香屋、微型消
防站、綜合執法服務亭……伴隨着疫情
陰霾逐漸散去，近日上海街頭湧現出一
批由核酸採樣亭改造而來的便民亭，提
供多樣化、有針對性的暖心服務，可謂
方寸之間惠民生。目前，中國越來越多
城市的核酸採樣亭已經實現「再就
業」，將這一公共資源效用最大化。
「怎麼也沒想到，竟然伴隨着這個格

子間從疫情一路到了現在……」上海松
江區鑫家園健康驛站如今的聯繫人李中
平是這個小區的居民，疫情時他是核酸
檢測志願者，如今核酸亭被改造為健康
驛站，他又擔當起驛站血壓測量的志願
者。「當時為了方便大家，布置了很多
這樣的核酸採樣亭，現在能換個形式利
用起來我覺得挺好的。」

志願者跟隨檢測點轉型
今年初，社區居委經過調研，決定將

核酸亭改造為社區健康驛站，特別找到
了李中平，與他商量這一改造及後期公
益服務的可行性。李中平毫不猶豫答應
下來，從3月5日起便「坐鎮」健康驛

站，每周三上午抽出1小時為社區居民
提供健康諮詢和血壓測量服務，每個月
的10號早上抽出1小時為居民測量血糖
和尿酸。
如果說將核酸亭改為健康驛站還多少
能在外觀上看出原本的樣子，那麼同在
松江區的檀香花苑小區門口的微型消防
站則是大變樣了。作為一個大型社區，
檀香花苑外圍及周邊商舖林立，餐飲店
和電瓶車零售店也很密集，是消防安全
的重點關注區域。或許正是這個原因，
這裏原本的核酸亭被改造為「微型消防
站」。由於性質特殊，這裏是24小時全
天有人值守。
「記得剛剛改造好的時候，隊裏還特

別派了人去消防隊學習防護服的快速穿
戴，以及各種設備的使用，回來後還教
了我們，目前保安隊裏每個人都是掌握
了的。」小區保安隊值班班長張金平告
訴記者，有了這個微型消防站，更便於
校區消防設備的集中保管和隨取隨用。
「平時不少老人會停下來看看，還念叨
着不錯不錯。而且這上面的聯繫電話是
我們物業的，24小時在線，直通監控
室，可以做到立即響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