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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棒”“简直太赞了”……9月
6日至9月12日，中国石油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CPECC） 举办“海
外员工看中国”活动，来自英
国、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哈萨
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多名外籍员工
及家属实地参观了中国石油广东
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深圳改革
开放展览馆、港珠澳大桥等，深
入感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
脉搏。外籍员工对中国有了崭新
的认识。

来自英国苏格兰的托马斯是
一名资深的石油行业专家。2016
年，他在一次与 CPECC 的项目合
作后，决定加入这家中国企业，现
为CPECC中东地区鲁迈拉项目部
副总监。此次中国之行，他每到一
处都会认真观看、倾听讲解。在深
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内，一组组数
据、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展品给他
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十分
令人佩服。”托马斯指着一块展板
上 连 年 升 高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柱状图说，中国的快速发
展不仅使自身受益，更造福了本
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

在托马斯看来，从千万吨级的
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仅用两
年多时间就顺利建成投产，到新能
源汽车、智能手机、无人机等高科
技产品快速畅销全球，无不展现着
中国旺盛的经济活力和充满想象
力的发展前景。“回国之后，我会将
我的见闻如实讲给朋友们听，让更
多人了解中国惊人的发展成就。”
托马斯说。

阿尔及利亚的阿米娜成为一
名中企员工已经 16 年了。首次来
到中国，她接触到的“信息量”
着实不小。

在华为公司的图书馆，从文学
艺术到数学物理，浩如烟海的藏书
让阿米娜惊叹不已。“在阿尔及利
亚，我们能购买到华为公司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但近距离参观这家企
业还是头一次。这次参观，我看到
了中国科技企业对研发的重视以
及中国科研人员对创新的追求。”
她说，这次中国之旅让她看到了中
国在交通、能源、数字经济、电子产
品等领域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和
广阔前景。

“尽管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地理距离遥远，但‘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践正在让更多人享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这种
好处是全方位的。”阿米娜说，希望带更多朋友来感受这里的
一切。

哈萨克斯坦小伙柯尔甘巴耶夫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
对很多中国城市都比较熟悉。不过，当所乘渡轮经过港珠澳
大桥时，他依然难掩兴奋，频频竖起大拇指。

“在无风三尺浪的伶仃洋，中国建成了一座55公里的超级
大桥，将香港、澳门、珠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连接起来，形成
了‘1小时生活圈’，这实在是太赞了！”柯尔甘巴耶夫说，与
CPECC 在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中展现出的强大建设
能力一样，港珠澳大桥也非常直观地体现了中国设计、制
造、建造能力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水平。

“哈萨克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在农业、
能源等方面优势显著。这些年，中欧班列、连云港物流基地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哈萨克斯坦发展带来了红利，对周边
的带动作用也很强。作为一名中国企业的海外员工，我觉得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柯尔甘巴耶夫说。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小宁介绍，作为中
国石油最早走向海外市场的工程建设企业，CPECC 海外业务
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CPECC积极推进属地化经
营、构建国际化管理团队、探索跨文化融合，构建了中外方员工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文化氛围。“目前，我们已经有来自39个
国家的1万多名外籍员工，他们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作出了很
大贡献。我们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优化海外业务发展软环
境上持续下功夫。”李小宁说。

对很多外籍员工来说，这次中国之旅只是一个开始。“近
年来，阿联酋与中国达成了很多合作协议，特别是能源成为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10年来，作为一名中企
员工，自己虽是‘老外’但对中国早已‘不见外’。明年2月
份，我争取带上家人朋友再来一次中国，让他们感受这里的
魅力。”阿联酋籍员工苏尔坦·阿尔哈利比说。

“同声歌唱，同声歌唱，友谊地久天长……”旅途空闲时，外
籍员工会和中国同事们一起，用中文合唱这首《友谊地久天
长》。这歌声，是对友谊的祝愿，更是对共创美好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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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海外员工看中国”活动中，来自英国、俄罗
斯、乍得、印度等国的海外员工们正在中国石油广东石化
炼化一体化项目装置区参观。

张 旭摄

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播种面积等主要指标均有提升——

五组数据看“中国饭碗”之稳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极端气候干扰全球农业生产、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产量受到影响、
印度等国限制大米出口……近期，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心在全球蔓延。

中国如何保障粮食安全？9月5日，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
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外发布。这份关于“中国饭碗”的报告，全
面系统地梳理了粮食生产消费数据，给百姓送去“定心丸”。

▲今年，山西省
运城市夏县水头镇复
播的 5 万多亩玉米长
势空前。图为 8 月 30
日，村民驾驶玉米联
合收割机在田间收获
玉米。

张秀峰摄
（人民图片）

▶9 月 6 日，在重
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 治 县 双 龙 乡 龟 池
村，村民正充分利用
晴好天气，抢抓农时，
组 织 收 割 机 抢 收 水
稻，确保颗粒归仓。

赵 勇摄
（人民图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2022 年粮食产量 13731 亿斤，粮
食单产每亩386.8公斤，较5年前分别提
升了498亿斤、13公斤

■2022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86.1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
粮食安全线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如何，产出是直接的衡量指标。
先来看第一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粮食产量连

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2年粮食产量13731亿
斤，粮食单产每亩386.8公斤，较5年前分别提升了498亿
斤、13公斤。

“这组数据传递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产能跃升，另
一个是高位增产。”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曹慧表示，从生产能力看，中国粮食产量2012年达到
1.2万亿斤以上，2015年迈上 1.3万亿斤新台阶，并一直
保持着稳定表现，这增强了中国粮食生产在需要时产得
出、供得上的底气。从具体产量看，中国粮食产量近年稳
居世界第一，2022 年的 13731 亿斤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在前期多年增产、起点较高情况下实现这一产量增长并
非易事，更凸显了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成效。

对于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农民有着直观感受。“早
些年一亩地每年能打1000来斤粮食已经很了不得，现在
俺们这里年亩产多超过2000斤，去年不少地块一茬小麦
加一茬玉米亩产已经达到3000斤以上，这让俺们看到了
种粮的奔头。”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粮农魏德东说。

曹慧分析，近年不少地方在稳住粮食播种面积的
同时，加快提升粮食单产水平，这为增强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报告，粮食单产 5年来
增长了约3.5%，其中三大口粮中小麦、玉米单产水平
提升明显，二者较5年前每亩分别提升24.8公斤、21.7
公斤，增幅达到6.8%、5.3%。

人均指标是另一重要参考。
来看第二组数据——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人

均粮食占有量达486.1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
的粮食安全线。

曹慧表示，评价一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人均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
是一个重要标准。近年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始终
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上，而且持续增长，2012 年超过
450 公斤、2013 年超 460 公斤、2015 年超 470 公斤、
2021年超480公斤，10年增幅达到7.5%左右。“对于一
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自
身粮食安全有保障，更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和食物安
全作出了积极贡献。”曹慧说。

夯实“地”与“技”

■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75
亿亩，较5年前增加了515万亩

■到 2022 年底，中国累计建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2017 年
的52.5%提升到2022年的62.4%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提升的背后，“地”是关键因素。
再看第三组数据——报告指出，全国耕地总量持

续下降态势得到初步遏制，2021和2022年连续两年实
现净增加。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较5
年前增加了515万亩。

2021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发
布，介绍了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
地利用状况，其中全国耕地地类10年间减少了1.13亿
亩。“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面对耕地总量的明显
下降，中国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强化耕地保护督察执法，
近两年耕地保护效果逐步显现。”曹慧说。

耕地有了，如何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报告指出，
近年来，中国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
策；在春耕等农业生产关键时期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专项用于
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
现粮食主产区 826 个产粮大县全覆盖……专家认为，
正是政策保障的不断完善，地方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
种粮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推动了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增加。

要量的增长，更要质的提升。
第四组数据很有说服力——根据报告，近年来，

中国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国家黑土地保护工
程，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到2022年底，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相较于传统农田，高标准农田具有旱涝保收、
稳产高产的优势。有关统计显示，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比一般农田的亩产提升 10%至 20%，机械化水平
高 15 至 20 个百分点，节水 20%至 30%，节电 30%以
上，节肥 13%；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出
效率，平均每亩节本增效约 500 元。曹慧表示，当
前 ， 中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面 积 约 占 全 国 耕 地 面 积 的
52%，这已经可以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随着未来面积进一步扩大，中国粮食生产将会有更
坚实的基础。

既藏粮于地，也藏粮于技。
看第五组数据——报告显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分别从 2017年的 52.5%、95%、67.2%提升到 2022
年的62.4%、96%、73%。

“总体判断，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
世界第一方阵。”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
曾衍德说，农业现代化根本出路在科技，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工作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加
力。农业农村部将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加快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系统集成，提升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

8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今年已实现夏粮丰收、早稻增产
■全国秋粮面积约13.1亿亩，稳中

有增，目前大部地区秋粮长势良好，丰
收有基础有希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报告指出，当前，乌克兰
危机推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供
应链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
一系列风险挑战，需要妥善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粮食需求仍将刚性增长，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
平衡状态。”曹慧说，此外，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欠佳，
人均耕地占有量和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农机研发及应用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耕
地使用细碎化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这些制约因素使
得粮食产能在1.3万亿斤高平台上往上走的难度增大。

曹慧认为，在全球极端天气多发的大背景下，农业
灾害风险明显加大。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全国各地区各
部门层层压实生产责任，强化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力
争“龙口夺粮”“虫口夺粮”，今年已实现夏粮丰收、早
稻增产。

白露节气已过，各地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据介
绍，今年我国秋粮面积预计达13.1亿亩，比去年稳中
有增，目前全国大部地区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
有希望。

从长远看，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仍需多措并
举、综合施策。此次报告明确提出，将从加强粮食
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落实藏粮于地、积
极推进藏粮于技、加大农业保护支持力度、切实提
升粮食调控能力、加快构建现代粮食产业和流通体
系、不断提高多元食物供给能力、深入开展粮食节
约减损行动等 8 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围绕这些部署和安排，多个部委近期密集发声。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说，近两年，全国耕地总

量持续减少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
自然资源部将坚持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
永续利用，采取过硬实招，切实守牢耕地红线。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
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必须进一步强化农田水利建设。水利部将采取积极
措施，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灌溉面
积，做好水旱灾害防御。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两类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同时加快发展代耕代种、全
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多措并举降成本、提效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说，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制度化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努力让主产区重农抓粮不吃亏。


